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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部委联合推荐 央视上榜品牌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全国承保

净水直饮机

健康饮水专家

上海复旦申花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鹤壁销售部主营：民用、商用净水直饮

机、软水机；承接全屋净水、直饮水工程。

爱家爱她 就送水管家！

好水好家———品质生活从水健康开始！

更多精彩登陆：www.fdsh.com.cn

水质咨询服务热线：13939282520

地址：新区新世纪广场西区 A 排 46 号水管家专

营店（燕莎对面碰碰凉北 20米）

商机无限 合作共赢

周末特价

栏目联系电话：3313877

祛 皱

本店独家引进瑞士祛皱技术，不开刀，不手术，无痛苦，

15 分钟祛皱当场见效，免费试做。

功能：抚平皱纹,收紧皮肤,祛除眼袋、黑眼圈、鱼尾纹、

面部表情纹,提升下垂面部皮肤,收紧下巴。

光子嫩肤中心

地址：山城区红旗街人民商场东 50米第七

小学东侧（光子嫩肤中心） 电话：2100701

1.复合彩光，只需轻轻一照，即可永久脱毛（腋毛、胡须、胸

毛、四肢等多种体毛）。

2.光动力，复合彩光立竿见影，祛除各种胎记、痣、雀斑、妊娠

斑、黄褐斑、擦伤污斑、真皮斑、老年斑等，修复过敏性皮肤、真皮

斑，修复红血丝,收缩毛孔,美白嫩肤。

3.轻松祛痘、粉刺、青春痘（祛除痘凹坑）、痤疮，不留疤痕。

4.专业祛除疤痕、暗疮印、色素印，洗眉，洗文身。

永久脱毛

让你和任何同类店做脱毛及美容效果对比

复合彩光：美白嫩肤，还你无瑕美丽

为答谢新老客户的厚爱与支持特推出以

下优惠活动：

迎节日美惠盛情感恩大酬宾

健康地址：新世纪广场东区市检察院西侧

美丽热线：3350667�

A 尊贵金钻卡：1980 元 / 张， 包括：48 次全钻护理、

1000元产品自选、双卡手机一部或可视液晶 DVD一台。

B 尊贵银钻卡 5 张：1080 元 / 张，包括：24 次全能银

钻护理、600元产品自选、洗衣机一台或微波炉一台。

C 尊贵丽人卡 5 张：780 元 / 张， 包括：12 次全能护

理、300元产品自选、14寸纯平彩电一台或电磁炉一台

D 熏蒸养生卡 10 张，380 元 / 张，包括：顾客可获得

6次熏蒸养生

国家专利 国际金奖

纯中药、无毒副、整体杀菌 安全、快捷、彻底！

消费者信得过品牌 全程免费跟踪服务

地址：新区淮河路中医院对面（22、23路东） 电话：13569635330

灰指甲 手足癣

天绢画社

TIANJUANHUASHE

拥有天绢画艺 享受品质生活

专营：无框画、皮艺画、麦秸画、苏绣画、木雕画、

玉雕画、现代画、油画、国画、烙画、各式屏风。

专业订做各种相框、画框、装裱字画、十字绣等。

电话：0392-3939017 3302322 13938431203

地址：新区华山路中段（鹤壁电视台西侧）

全场 8折优惠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 10月 17 日

眼吧———专为中国青少年度身定做， 针对中国青少年特

殊体质采用了最适合中国青少年提升视力的 6 大视力训练科

技模块，以“技术先进，趣味性强，新颖独特，寓健于乐” 为特

点。 让学生在娱乐中轻松提升视力， 从而达到防治青少年近

视、弱视、斜视，承诺无效退款。

地址：新区淇滨区政府东 200米路南

电话：0392-3302936� 13569633673

� � 老区：朝霞街公园北门东 200米路南

电话：0392-3995926� 2672998

北京嘉诚视欣眼吧

落户鹤壁

求解粮食安全的“方程式”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刘 健 宋振远 张 军 茆 琛

一则关于中国粮食的新
闻

，

给动荡不安的世界粮食市
场吹来暖风

：

今年中国粮食总产有望超
过历史最高水平

，

实现改革开
放以来首次连续

５

年增产
。

１０

年前
，

美国学者布朗质
疑

：

谁来养活中国
？

然而
，

在去
年以来爆发的全球粮食危机
中

，

粮食自给率
１０

年保持在
９５％

的中国显得
“

从容
”

许多
，

国
内粮价上涨表现出温和性

、

结
构性和可控性等特点

。

站在改革开放
３０

周年的
重要节点上透视世界粮荒的主
客观成因

，

面对
“

加速工业化
、

城镇化进程
”

与
“

粮食安全
”“

粮
食能源化

”

与
“

保证吃饭
”“

保农
民的钱袋子

”

与
“

保国家的粮袋
子

”

三个方程式
，

似乎可找到求
解粮食安全的答案

。

第一个 “方程式” ： 在

“工业化” 与“粮食安全” 之

间， 立足“手中有粮， 心中不

慌”， 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

战略支持

“

两个投资上亿元的工业
项目

‘

相中
’

这儿
，

可我们坚
持基本农田一分不能占

。

最后
项目泡了汤

。

为了粮食安全
，

值呀
！”

河南省滑县枣村乡乡
长张红林正忙着联系粮食外
销

。

滑县是河南产粮第一县
，

近
５

年粮食产量平均增长
５．６％

，

耕地占区域面积的
７２％

， “

除了村镇和道路
，

大
都是基本农田

。”

滑县是我国严格保护耕地
的缩影

。

农业部部长孙政才表
示

，

对一个有
１３

亿人口的大国
来说

，

如果粮食和农业出了问
题

，

谁也帮不了我们
。

必须确保

一个底线
———

１８

亿亩的耕地
。

全球粮食危机印证了中国
策略的明智

。

始自
２００７

年的全
球粮价暴涨

，

使
１

亿多人陷入
贫困

。

在工业化进程中忽视粮
食生产

，

正是一些国家面临粮
食困境的重要原因

。

“

农业是强基础
、

促发展
、

安天下的战略产业
，

粮食是保
生活

、

平物价
、

稳民心的关键商
品

。 ”———

这是我国自改革开放
以来

，

总结无数次教训得出的
结论

。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显示

，

今年
８

月份全国居民消
费价格总水平

（

CPI

）

回落到
５％

以内
，

食品价格涨幅明显回落
。

粮食增产
，

对宏观调控起到重
要作用

。 “

考虑到世界性通胀背
景

，

这个成果来之不易
。 ”

国家
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说

。

３０

年前的改革开放
，

肇始
于解决吃饭问题

。

１９７８

年的那
个冬夜

，

小岗村
１８

户农民相约
“

分田到户
”，

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

，

粮食产量大幅提高
。

但随
着改革开放向城市推进

，

工业
化和城镇化风起云涌

，

加上不
时出现的

“

卖粮难
”，

比较效益
低使人们纷纷弃粮田办企业

。

昔日的鱼米之乡崛起了大片工
厂

、

车间
，

千百年来的
“

南粮北
运

”

演变为
“

北粮南运
”，

１３

个粮
食主产省能调得出粮食的只剩
下

６

个
。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创造
了经济增长奇迹

。

一边是势不
可挡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

另一边是确保耕地底线和粮食
安全

，

平衡点何在
？

中央农村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
表示

，

由于工业化
、

城镇化进程

的继续推进
，

需要占用部分耕
地

，

近几年经国务院批准的占
用耕地的建设每年大约是

２８０

万亩
。

但同时
，

对于所有占用耕
地建设项目都提出了明确的耕
地补偿要求

。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中

，

我们有太多的理由要求确
保粮食持续丰收

。

全国人大农
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
成杰说

：“

近
１２

年间
，

我国粮食
生产走过了一条

‘

Ｕ

’

字形的发
展轨迹

。

随着人口增长
，

我国粮
食产量需要每年以

０．５％

至
０．７％

的速度增长
。 ”

“

手中有粮
，

心中不慌
。 ”

按
照立足国内

，

基本自给
（

自给率

95%

）、

适当利用进出口调剂余
缺的粮食安全思路

，

我国先后
实行了米袋子省长负责制

、

世
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

大力发展农业科技
，

探索重点
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政策

。

特
别是新世纪以来

，

中央连续发
出

５

个一号文件
，

按照
“

以工补
农

、

以城带乡
”

战略和
“

多予
、

少
取

、

放活
”

方针
，

梯次构建惠农
促粮的长效机制

，

免征延续了
２６００

多年的农业税
，

给农民发
放补贴

。

今年
，

强农惠农政策信
号更为强劲有力

：

中央财政安
排

“

三农
”

投入
５６２５

亿元
，

创历
史新高

。

重庆开县临江镇的
“

全国
种粮标兵

”

孙昌武种植了
２５５

亩粮田
，

全年纯收入在
１０

万元
以上

。

他高兴地说
：“

种粮不上
税

，

国家倒补贴
。

我准备把种粮
面积扩大到

４００

亩
！ ”

第二个“方程式” ：在“粮

食能源化” 与 “保证吃饭” 之

间， 明确替代能源 “不与人争

粮，不与粮争地”

本轮世界粮食危机原因复
杂

。

权威专家分析说
，

随着石油
价格攀升

，

一些国家生物能源
快速发展导致食用粮油供给减
少

。

美国
２００７

年用于生产乙醇
的玉米占其玉米总产量的

２０％

以上
，

欧盟
６０％

的油菜也用于
生产燃料

，

冲击了世界农产品
供求格局

。

国际机构的研究表

明
，

生物燃料需求拉动国际粮
价上涨了

１５％

到
３０％

。

人与车
“

争粮
”，

成为维护
粮食安全的一个全新课题

。

今
年

６

月在罗马举行的世界粮食
安全高级别会议上

，

与会各国
在生物燃料开发问题上分歧严
重

。

分析人士指出
，

尽管面对国
际社会的诸多批评

，

美欧等发
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

，

会
更加坚定地发展生物燃料

，

到
２０１７

年
，

乙醇燃料产量有可能
再翻一番

。

中国也在这道全新的课题
前艰难求解

。

这是
２００６

年的一
组镜头

：

———

有全国产粮第一大县
（

市

）

之称的吉林省榆树市的一
个经济开发区

，

毗邻而居两个
“

超大型玉米深加工项目
”。

公
司负责人介绍说

：“

如果两个项
目全面完工

，

榆树全市的玉米
都不够这两家企业消耗

，

需要
外调

。 ”

———

东北一个百万吨玉米
深加工企业负责人介绍说

，

３

吨
玉米可以生产

１

吨化工醇
、

１

吨
饲料和

１

吨酒精
，

公司总利润
可达

２

亿元
。

从
２００５

年起
，

在
“

向玉米
要能源

”“

向加工要效益
”

的推
动下

，

东北一些地方上燃料乙
醇项目热情高涨

。

如果按照当
时的发展态势

，

到
“

十一五
”

末
期

，

玉米生产第一大省吉林每
年共需玉米

２５００

多万吨
，

远远
超过

１７５０

万吨的全省玉米常
年产量

。

大连商品交易所和国
家粮油信息中心联合研究课题
预测

：

２００６

年后的两个年度
，

我
国将由玉米净出口国转变为净
进口国

。

国家从粮食安全的战略高
度出发

，

于
２００６

年底接连下发
通知

，

清理和叫停粮食能源化
项目

，

要求各地不得以玉米加
工为名

，

违规建设生物乙醇项
目

，

并对各地玉米加工企业进
行清理

。

今年
７

月
，

财政部透
露

，

我国发展生物能源一定要
在确保粮食安全基础上推进

，

尽快出台支持秸秆能源化利用

的财政政策
。

以不到世界
７％

的耕地养
活了约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
口

———

两个数字对比
，

彰显出
中国对世界的巨大贡献

，

也时
时警醒着我们居安思危

，

一丝
也马虎不得

。

看国际市场
，

全
球粮食年贸易量不足中国消费
量的一半

，

依赖进口不现实
；

看国内供给
，

与
１０

年前相比
，

我国耕地面积净减少
１．２４

亿
亩

，

粮食需求却呈刚性增长
。

中国农科院院长翟虎渠说
，

中
国粮食不能承受

“

能源化
”

之
重

。

如果大量靠玉米解决能源
问题

，

将会是一场灾难
。

我们
“

不能饿着肚皮开汽车
”，

中国
人多地少

，

不能照搬美国的模
式

。

农业部部长孙政才表示
，

中国将严格控制使用粮油产品
生产生物燃料

，

本着
“

不与人争
粮

，

不与粮争地
”

的原则开发生
物能源

。

第三个“方程式” ：在“保

钱袋子” 与“保粮袋子” 之间，

“农民种粮食，国家买安全” 的

思路正在廓清

尽管今年夏粮增产
，

但农
民也有烦言

：

柴油价高货紧
，

化
肥价格暴涨

，

农田水利失修
，

农
业基础设施薄弱

……

在山东曹
县

仝

店村
，

农民李艳抱怨说
：

“

收完麦子
，

准备种玉米
。

到农
资店一问化肥价格

，

涨得离谱
了

！ ”

农业部有关人士说
，

国内
粮食价格低位运行

，

化肥等农
资价格高位上涨

，“

一低一高
”

问题解决不好
，

就会挫伤农民
种粮积极性

。

有关测算表明
，

到
２０２０

年
，

要再新增
5００

亿公斤的粮
食生产能力

，

才能确保届时
１４

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
。

郑州粮
食批发市场总经理乔林选说

：

“

这相当于产粮第一大省河南
一年的粮食产量

，

难度之大可
想而知

。

种粮要有效益
，

鼓了
‘

钱袋子
’，

才能保证
‘

粮袋
子

’。 ”

今年
７

月
２

日
，

国务院常
务会议通过了

《

国家粮食安全

中长期规划纲要
》

和
《

吉林省增
产百亿斤商品粮能力建设总体
规划

》，

强调立足于国内保障粮
食供给

，

全面落实粮食省长负
责制

，

建立健全中央和地方粮
食安全分级责任制

，

形成有效
的粮食安全监督检查和绩效考
核体系

，

并明确要求有关部门
和粮食增产潜力较大的地区抓
紧研究增加粮食生产的规划和
措施

。

好政策带动
“

抓粮
”

热
潮

，

仅黑龙江
、

河南
、

江西
、

吉林
、

安徽规划的增产目标
，

就超过了
《

国家粮食安全中长
期规划纲要

》

中到
２０２０

年增
产

4００

亿公斤的目标
。

湖南
、

山东
、

河北
、

湖北等省也正在
着手调研

，

制订本区域的
“

粮
食增产规划

”。

专家们分析认为
，“

抓粮
”

热情高涨
，

关键在于国家要对
粮食主产区投入大量资金

，

改
造基础设施

，

提高粮食生产能
力

，

使产区和农民真正得到实
惠

。 《

吉林省增产百亿斤商品粮
能力建设总体规划

》

规划的总
投资达

２６０

亿元
。

中国农科院
研究员李茂松说

：“

一个省的农
业项目能得到国家的如此重
视

，

可以说前所未有
；

一个有关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

，

投
资达到

２６０

亿元
，

也是前所未
有的

。 ”

江西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
究所副所长尹小健说

，

巨额资
金投向粮食产区

，

说明我国即
将进入

“

国家花钱买粮食安全
”

的时代
。 “

改造一亩中低产田
，

国家投入
６００

元
，

俺老百姓可
得了实惠

。 ”

河南省滑县大屯村
村民张保林说

。

粮食增产规划重了
“

粮袋
子

”，

也保了
“

钱袋子
”。

河南省
粮食厅厅长朱孟洲介绍说

：“

按
照河南三步走

、

每步
5０

亿公斤
的增产规划

，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５

年
和

２０２０

年
，

全省农民人均收入
将分别达到

５０００

元
、

７０００

元和
１

万元
，

力争超过全国平均水
平

。 ”

（新华社北京 10月 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