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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长赋：保障“全国人民能够到点开饭”

如何保障“全国人民

能够到点开饭”？ 在增加

“菜篮子”产品和改善生态

环境之间如何寻求平衡？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又如何

确保农民利益？

7日上午，在十二届全

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

者会上， 农业部部长韩长

赋就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相关热点话题作

了全面回应和介绍。

用市场的手段和改革
的办法促进结构调整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把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作为主线， 政府工作报

告再次提到深入推进这项

改革。韩长赋对此表示，改

革主要解决3个问题：适应

市场需求， 改善农产品供

求关系； 提高农业的质量

和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促

进农业转型升级， 提高竞

争力。

“过去农业结构调整

是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

中进行的， 主要是通过行

政推动； 这次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主要是用市场的手

段、改革的办法，通过引导

市场主体行为促进结构调

整。”

韩长赋介绍说， 今年

农业部将抓好五件事：

———去库存。 主要是

减少玉米种植面积。

———补短板。 就是补

齐优质品种、短缺产品、生

态环境的短板。 如振兴奶

业、增加大豆生产、发展绿

色生态和环境友好型农

业。

———增效益。 大力推

进节本增效和适度规模经

营，拉长农业的产业链。通

过节本增效降低生产成

本、减少流通成本。

———育主体。培育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包括职业农

民，返乡下乡农民工、大学

生、科技人员以及农业企业

和农民合作社，发挥适度规

模经营对结构调整的引领

作用。

———增动能。深化粮食

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

制和收储制度的改革。同

时， 发展农村的新产业、新

业态，如农产品加工、农村

电商、休闲农业。

打响农业面源污染防
治攻坚战

田间地头秸秆焚烧、养

殖场粪污乱排、农药化肥过

量施用，这些农业面源污染

情况在农村时常可见。韩长

赋表示，这些问题如果处理

不好就是污染、 是烦恼，处

理好了就是资源。

我国肉类产量世界第

一，每年生产8000多万吨肉

类， 生猪饲养量接近12亿

头，禽类出栏130多亿只，农

作物秸秆8亿多吨， 还有大

量农用地膜没有回收。农业

部今后将一手抓资源保护，

一手抓废弃物治理，把过高

的农业资源利用强度缓下

来，把面源污染加重趋势降

下来。

韩长赋提出，经过五年

努力，要使全国的规模养殖

场粪污都能无害化、 资源

化利用。今年将首先在100

个畜牧养殖大县开展试

点， 在财政上采取先建后

补、 支持第三方治理等措

施，进行粪污收集、储存、

运输、处理。

化肥减量使用方面，农

业部正在开展果菜茶有机

肥替代化肥行动。今年首先

在果菜茶的核心产区、知名

品牌的生产基地推广，力争

到2020年使果菜茶的化肥

施用量减少50%以上。

秸秆利用方面，今年将

开展东北地区秸秆处理行

动。通过机械化还田，支持

开展饲料化、基料化、能源

化，支持企业探索产业化的

利用机制。

土地流转要保护好农
民权益

土地问题是现在农村

改革的重点。 韩长赋表示，

推进农村改革仍是以农民

和土地的关系为主线，因为

土地问题涉及粮食安全，也

涉及亿万农民权益。

据他介绍，目前全国已

流转的农地约占农村家庭

承包耕地总面积的35%左

右。这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方

向，发展现代农业需要有规

模经营，同时土地流转也是

实现农民对土地权益的一

个路径。

韩长赋表示，土地流转

中的重要问题是保护好农

民的权益。 目前正在进行

承包地的确权登记颁证，

把每一户农民的承包地在

哪儿、多大面积、土地生产

能力怎么样， 都进行明确

勘测、评估和登记。

“农民讲，这叫确实权、

颁铁证， 他们不用担心了，

可以安心出去打工了。”韩

长赋说，“另外，实行‘三权

分置’， 就是把土地的集体

所有权、农户的承包权和经

营权分开，使集体、承包农

户和流入土地者的权益能

够都得到保护，并且能够平

衡。”

他同时强调，承包农户

和流入方要有合同，这个合

同要在农业部门进行鉴证，

双方权益都要得到保障。一

方面引导形成合理的土地

流转费、 保障农户的权益，

另一方面也保障流入方的

权益。

粮食产量适当增减将
是常态

2016年全国粮食产量

止步于“十二连增”，但仍是

第二个历史高产年。韩长赋

说，去年粮食减少104亿斤，

主要是玉米，这是主动调整

的结果。今后粮食产量根据

当期供求关系适当增减会

成为常态。

“粮食生产是‘两难’。

多了不行，少了更不行。作

为农业主管部门， 我们第

一位的职责还是要保障全

国人民能够到点开饭。”韩

长赋说，“我们将贯彻国家

新的粮食安全战略， 首先

要守住谷物基本自给、口

粮绝对安全的底线。”

据他概括， 新的粮食

安全战略是“三个两”：

保住两大口粮。 就是

要保持稻谷、 小麦这两大

口粮的面积和产量总体稳

定，确保口粮绝对安全，为

此要完善稻谷、 小麦的最

低收购价政策， 特别要加

快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

把口粮生产任务落到地

块。

稳住两个积极性。就

是要稳住地方政府重农抓

粮和广大农民务农种粮的

积极性， 完善粮食价格政

策，健全生产者补贴制度。

发展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让种粮的人有账算、 有收

益。同时，完善主产区利益

补偿机制， 重点加大对产

粮大县的奖补力度， 让地

方发展粮食生产不吃亏。

实施“两藏”战略。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巩固提

升粮食产能。 重点加强高

标准农田建设，“十三五”

末要确保达到8亿亩，力争

搞到10亿亩； 重点支持种

业科技创新和农业技术集

成创新， 通过机械化降低

粮食生产成本。

（据新华社报道）

“增减之间”彰显农业结构调整新动向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对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作出部署，要求引

导农民根据市场需求发展

生产，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

供给，扩大优质水稻、小麦

生产，适度调减玉米种植面

积。

增减之间， 引人关注。

参加两会的一些代表委员

表示，这体现了我国农业结

构调整新动向，对农产品质

量和效益更加重视。

新世纪以来，我国粮食

生产一度实现“十二连增”，

总量问题得到较好解决。与

此同时， 人们对农产品品

种、质量和安全性的要求越

来越高。

“现在， 如果不提供绿

色、健康的农产品，消费者

根本就不买你的账。” 来自

江西萍乡的全国人大代表

侯玉雯深有感触地说。她正

通过农户+基地+企业的合

作模式发展蔬菜种植和牲

畜、鱼类养殖业。

“当前， 我国农业生产

不能像过去短缺时期那样，

由供给决定需求，而要向需

求决定生产转变，通过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满足消费者

对农产品的新需求。” 全国

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

任陈锡文说。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优

质绿色农产品、优质水稻和

小麦是今年着重“增”的供

给方向。同时，粮改饲试点

面积扩大到1000万亩以上。

在“减”的方面，主要任

务还是调减玉米种植面积。

我国部分品种农产品供过

于求的典型代表是玉米。玉

米库存高达约2.3亿吨，相

当于全国一年的玉米总产

量。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

“鼓励多渠道消化玉米库

存”。

“2016年， 玉米种植面

积已经调减了近3000万亩，

今年还要继续调减1000万

亩左右。”农业部部长韩长

赋表示， 随着玉米收储制

度改革的不断推进， 玉米

价格逐步向市场回归，也

会引导农民进一步调整种

植结构。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不是一个单纯的品种数

量方面的调整，而是要改变

我们的发展方式。” 陈锡文

表示，要通过改革从整体上

提高我国农业的综合效益，

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

争力。

（据新华社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