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我们唤起饥饿的记忆，不是
为了重温苦难，而是为了在忧患与警醒
中，保有“粮”心。

首先，我们应该意识到口粮能够自
给自足，不代表其他作物和种类也能够
完全供给充足。比如大豆，它是我国进
口量最大的农产品，根据相关数据，我
国每年大豆进口量保持在9000万吨以
上，是国内大豆产量6倍，对外依存度高
达80%。而大豆有什么用呢？它是生产
豆粕和豆油的原料。所以，一旦大豆供
给受到影响，其产业链上的肉蛋奶油以
及豆制品等都会受到波及，价格上涨，
最终影响我们餐桌上的食物和社会的
稳定。

近两年我们体会最深的莫过于猪
肉了，非洲猪瘟影响了供给，猪肉价格
飙升，导致“二师兄”的肉比“唐僧肉”还
香。其他食物也是一样的道理，对于我
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节约粮食不是说
说而已，因为它不仅仅是勤俭持家的好
品德，更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具体行动。
民以食为天，车马未动，粮草先行，自古
以来粮食是人民生存的必备物资，更是
一个国家的战略物资。每逢战事，谁的
粮食能够提供长久保障，谁就有了制胜
的根基，把自己的饭碗交在别人的手里
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长期依靠进口并非
是长远之计，正如袁隆平所言，一粒粮
食能够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
家。在吃饭问题上，我们要居安思危，把
粮食安全这个生命线保得更稳，守得更
牢。

其次，新时代我们的粮食够吃，但
并不代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摆脱了饥
饿。

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
业发展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
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
导致全球饥饿人数在 2020 年大幅增
加。今年将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
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也就是
说，这个世界上大概每10人中就有1人
吃不饱饭。联合国的研究报告发出预
警，今年共有25个国家面临严重饥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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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大
力宣传节约，有
人不禁会问，这
是因为我们马上
要挨饿了吗？我
国的粮食安全受
到威胁了吗？

让我们先来
看 一 组 数 据 ：
2019年我国全年
粮 食 总 产 量 为
6.6亿吨，已连续
五年保持粮食产
量6.5亿吨以上。
再看今年，国家
统计局公布的数
据显示，今年全
国夏粮总产量为
1.428 亿 吨 ，比
2019 年 增 加 了
0.12 亿吨，总体
来说，今年全国
夏粮生产再获丰
收，产量再创历
史新高。今年 6
月份，农业农村
部部长韩长赋也
曾表示：“我可以
肯定地说，中国
不会发生粮食危
机。”

最近几天，“拒绝餐饮浪费”“节约粮食”“粮食安全”成
为全网热议话题。习近平主席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
要指示后，抖音、快手等多家短视频平台对有假吃、催吐等
浪费粮食行为的账号进行处理；美团联合中商联等四家协
会发出“制止餐饮浪费”倡议、中国饭店协会发文倡议开发
小份菜等话题成为热点……一时之间，仿佛全社会都行动
了起来：拒绝浪费，珍惜粮食。

米粒虽小

你是不是从来没考虑过粮食问题？
现在超市里普通大米价格是每斤三元。
一个人一个月大约吃三十斤，也就是90
元钱。这价格，大约相当于三杯星巴克
咖啡、一支普通口红、或者两本课外书。
家里再不济，一个月90元还是绰绰有余
的。所以，你是不是很难相信自己家会
因买不起粮食而挨饿。而你什么时候会
感到饥饿呢？最多也不过是上午最后一
节课的老师拖堂，在冲向食堂的路上肚
子抗议的叫声而已。可当你真正排完队
拿到饭菜的时候，又开始嫌弃今天的米
饭有点硬，菜放多了盐，结果还没认真
品味，就被你“哐当”倒进了厨余垃圾
桶，你好像没有看见餐厅的墙壁上写着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
恒念物力维艰”，你好像忘了家里长辈
告诉过你的“人是铁，饭是钢”“粒粒皆
辛苦”。

饥饿，离我们也并不是很遥远。
这些“节约粮食”的话语背后，承载

着一代人对饥饿的恐慌。
可以负责任地说，中国人能普遍吃

饱肚子，是1980年以后才有的事情。有
些90后，可能听父母提起过他们儿时。
那时的家庭都有兄弟姐妹好几人，家庭
条件好的偶尔能吃上白面条，晚上父母
还要嘱咐孩子不要到处说吃了面条，每
次放学回家吃饭都要争着第一个盛饭，
拨开表面的红薯土豆盛下面的白米饭，
但也会因此常常挨揍。

时间再往前走，如果你看过纪录片
《长征》，那你一定听过红军煮自己的皮
带和马具（如果能够弄到水烧煮）当饭
吃；如果你看过电影《1942》，那你一定
对中原大地饿殍载道的场景深有感触；
如果你看过邓小平堂弟邓自力写的《坎
坷人生》，那你一定对里面描述的现实
唏嘘不已——粮食不够就搞代食品，什
么胡豆叶、芭蕉头、小球藻、野草根等都
用来充饥。

所以说，饥饿是想吃但没得吃的无
奈；饥饿是要吃但没法吃的惆怅；饥饿
是老一辈内心深处的疤，也是现代人的
警钟。

险，世界濒临至少50年来最严重的
粮食危机。

反观我国，中国科学院地理科
学与资源研究所和世界自然基金
会曾联合发布《中国城市餐饮食物
浪费报告》显示，每年中国城市餐
饮业餐桌食物浪费量在1700万至
1800万吨之间，相当于3000万至
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在某座
大城市，中小学生每餐人均浪费
130克食物（每人每天摄入250-400
克粮食就能保证人体营养需要），
每学年校园餐饮的浪费总量约达
7780吨，折合经济损失1.6亿元，而
浪费掉的这些食物所占用的耕地
面积约为 28万公顷，消耗虚拟水
1160万立方米。想想全国中小学生
聚米成仓，这个浪费量是有多大。

其实，现在我们还有一个被经
常忽略的“隐性食物浪费”现象
——摄入食物超出人体所需的营
养成分，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就
是食物浪费。说白了就是“吃太
多”。祖国花朵们是越吃越多，小胖
墩年年都在增加，5岁以下肥胖率
从2005年的3.9%持续上升到2018
年的 9.1%，约 770万人，但身体却
不见得越来越棒。中国学生的体质
连续30年下滑，依旧大大落后于发
达国家。

看来，你觉得遥远的饥饿或许
正是别人经历的日常，你习惯挥霍
的或许正是别人渴求的。“取之有
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
用之不节，则常不足。”节约粮食看
起来只是个人小事，但乘以14亿人
口，就是天大的事。粮食总产量有
限，人人都浪费，就会动摇国家安
全的根基；相反，人人都节约，就是
在“增加”粮食，为整个世界做贡
献。

愿我们每个人都保有“粮”心，
成为节约粮食的坚定践行者。从自
身做起，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
“光盘”；在外吃饭不讲排场，合理
点菜，同时养成剩菜打包的习惯，
不让盛宴变“剩”宴。米粒虽小，但
永远值得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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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是伤疤
也是警钟

节约是美德
也是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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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负“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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