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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年前的某一天，浙东平原
上的河姆渡先民欣喜地发现，几个
月前他们撒播下的稻粒已经长出
了沉甸甸的稻穗。这意味着他们这
个族群可以暂时休整，过上一阵子
瓯饭瓢饮的生活。于是，他们把这
稻穗刻在了陶钵上，与太阳、神鸟、
野猪等一起成为供奉的圣物。然
而，他们何曾会想到，数千年后，人
类会因此永远告别采集与狩猎，因
此兴修水利、建立国家，因此繁衍
人口、兵强马壮，也因此引发频繁
的饥荒和无休止的起义、战乱。

古代中国是一个农耕文明高
度发达的国家，而农耕文明也有其
致命的脆弱性。旱灾、水灾、蝗灾、
瘟疫等一些不可抗的自然灾害，可
以直接摧毁一个地区的农业生产，
造成严重的饥荒；而统治阶级的横
征暴敛、穷兵黩武等人为因素，也
会造成劳动力的不足和农业生产
的破坏。

所以，自秦朝以来,历代史书、
方志中均有不少饥荒和流民的记
载，在王朝交替之际则尤甚。

东汉末年由于连年战乱，造成
中原地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
鸣”的惨景。西晋惠帝时期的一场
饥荒的消息传到皇宫，惠帝竟反问：

“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明
末李自成起义，清末太平天国运动，
均因饥荒而起，利用“均田”“免粮”的
口号营造出浩大的声势。1937年、
1942年我国北方地区曾两度发生大
规模的饥荒。

虽然中国古代不乏政府和民间
两个层面的备荒和救灾举措，也有像
唐太宗这样的明君“口吞蝗虫”希冀

“移灾”的事例，但由于农业生产力水
平的总体落后，决定了与饥饿的斗争
是一场持续了数千年的拉锯战。勤
劳、善良的中国农民只能将吃饱饭的
愿望寄托于风调雨顺、海晏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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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多年来，由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等政策上的优势所释放出来的粮食
产能已近极致，如何保住粮食生产的
生命线，主要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保护耕地。
最近几十年，随着人口激增和工

业化、城市化的加速，耕地面积不断
减少。虽然借助人工设施，创造适合

“中国人才几天时间没饿肚
子？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出生
的孩子。”习总书记曾这样说道。

没错，在上世纪六十七年代，
还曾流行过“红薯汤，红薯馍，离了
红薯不能活”这样的顺口溜。红薯，
作为一种高产的粗粮，它伴随无数

与饥饿的斗争史
已长达数千年

？
苦难的中国人熬过了1959至1961这
三年的艰苦岁月。同样，对于度荒做
出过很大贡献的南瓜，在我们宁波的
部分地区有被叫做“饭瓜”的，因为在
困难时期它能当饭吃。

能够唤醒中国人关于饥饿记忆
的，还有一种特殊的证券——粮票。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
间，由于物资紧张，特别是粮食产量
的不足，国家和地方政府决定对粮食
等民生物资实行按计划供应，粮票应
运而生。粮票在中国使用达40多年，
进一步塑造了老一辈中国人精打细
算、勤俭节约的好习惯，直至1992年
国家粮食购销价格放开，次年各地相
继取消了城镇口粮定量供应制度，粮
票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经过多年艰苦努力，我国以占世
界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养育
了世界近1/5的人口，从当年4亿人
吃不饱，到今天14亿多人吃得好，这
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

居安当思危，于治需忧乱。今
天，我们虽然已经告别了饥饿，但与
中国粮食产量世界第一的地位不相
符的是，我国依然是粮食进口第一
大国，特别是大豆。大豆是重要的产
油作物，其副产品豆粕还是重要的
牲畜饲料。2021年我国大豆的自给
率只有 14.5%，剩下的只能依赖进
口，这样我国的榨油业和养殖业就
存在潜在的卡脖子风险。如果稻米、
小麦的自给率也这么低，在当前复
杂的国际形势下，我们恐怕还将有
饥饿之虞。所以,粮食安全关系到全
国经济的大账本、国家安全的大战
略，养活中国必须靠我们自己。

动植物生长环境的设施农业的发展
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耕地不足带来
的挑战，但耕地作为粮食生产的命根
子，是永远无法被取代的。在保护好
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必须守住“18亿
亩耕田的红线”，它是关系到国家命
脉的安全线。

第二，科技创新。
习总书记强调，解决吃饭问题，

根本出路在科技，其中包括生物育种
的自主创新，农业科技体制的改革和
加大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等。以袁隆平
院士为代表的中国农业科学家团队
为此付出了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所取
得的成就举世瞩目。

第三，树立大食物观。
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

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
效供给，向耕地草原森林海洋、向植物
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全方位多
途径开发食物资源，丰富食物品种。

第四，节约粮食。
敬天惜粮、勤俭节约自古就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今天我们提倡节
约粮食，并非是要求少食节食，而是倡
导一种拒绝浪费的理念，养成餐餐“光
盘”的习惯。勤俭不是吃苦，而是对有
限资源的珍视，对劳动价值的尊重。

检阅历史，昔日饥荒年代的漫天
哭嚎犹在耳边回荡；环顾周遭，看如
今的中国已是万家灯火，饭菜飘香。
丰年不忘饥苦，富岁当思节约。对饥
饿的恐惧伴随着中国人走过了五千
年的历史，却在富足生活面前慢慢被
消磨。

事实上，我们从未远离过粮食危
机，只是有无数像袁隆平爷爷这样
的伟人替我们驱散了饥饿的阴云。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滴水成河，粒
米成箩”，愿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将中
国人的饭碗牢牢捧在手中，深深铭记
心中。

淡忘饥饿的感觉
只有短短数十年

国人如何牢牢捧住
手中饭碗？

22月月2222日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滑县万古镇杜在河南省安阳市滑县万古镇杜
庄村庄村，，焕永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人员驾驶自走焕永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人员驾驶自走
式喷雾机在麦田作业式喷雾机在麦田作业。。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