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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成为批判对象，不
过话说回来，美国自
身 也 是 粮 食 生 产 大
国，小麦出口位居世
界 前 列 ， 一 年 超 过
2000万吨，是印度的
三 倍 。 美 方 批 评 印
度，印方也有理由反
问，为何美国等发达
国 家 不 致 力 增 产 出
口，却要发展国肩负
拯救世界责任、不考
虑 能 否 填 饱 国 民 肚
子？

战争影响全球粮
食供应，要靠增产弥
补不足；若要大规模
增 产 ， 化 肥 必 不 可
少。俄罗斯是化肥原

料生产大国，西方制
裁直接影响全球化肥
供应；另外，化肥生
产是高耗能高污染行
业 ， 美 国 所 用 的 化
肥，大部分靠入口，
能源价格高企，推高
化肥成本，加上美国
农业机械化模式，耗
用不少燃油，当地很
多农民出于成本回报
考虑，纵有增产空间
亦无意为之。全球粮
食供应短期显著增加
无望，粮食保护主义
必然抬头，这又会进
一步推高国际粮价。
有和平才有温饱，有
温饱才有可能和平。

大国争逐地区以至全
球霸权，但求胜利不
择手段。遏阻全球粮
食危机，其实就是呼
唤世界和平，问题是
敌对阵营领袖是否愿
意停手。

国家储粮充足后
盾强大 高粮价时代香
港要准备

东亚地区以稻米
为主食，供应尚算稳
定，但不代表全无粮
食压力，早前印尼和
大马便分别禁止出口
棕榈油及鸡肉。相比
之下，中国大陆粮食
库存相当充裕，面对
全球粮食危机，形势

相对理想。大陆向来
重视粮食安全，冠病
疫情爆发不久，大陆
已未雨绸缪，积极增
加粮食进口。外媒形
容，当下中国拥有全
球最大的粮食储备，
小 麦 库 存 足 供 国 内
一年半消费需求。香

港有国家作为后盾，
粮食安全压力应该不
大，只是这次全球粮
食 危 机 ， 与 大 国 斗
争、通胀危机、能源
问题等紧紧扣连，变
数太多，不排除持续
多年，香港要有应付
高粮价时代的准备。

中方在第七届全球减灾平台大会上作官方陈述

  中国加快推进减灾事业发展
中新社北京5月

25日电  (记者  陈溯)
记者25日从中国应急
管理部获悉，当天，
第七届全球减灾平台
大会在印度尼西亚巴
厘岛以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开幕，主题
是“从风险到韧性：
疫情影响下的全球可
持续发展”。以视频
方式出席大会的中方
代表团团长、应急管
理部副部长周学文作
官方陈述。

周学文表示，中
国 政 府 坚 持 人 民 至
上 、 生 命 至 上 的 理

念，加快推进减灾事
业发展，持续完善法
律法规制度体系，建
立健全体制机制，积
极推动防灾减灾重点
工程，有效应对重特
大自然灾害，各项工
作取得明显成效。中
国政府努力落实联合
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 程 、 气 候 变 化 《
巴黎协定》和《2015
－2030年仙台减轻灾
害风险框架》，通过
共建“一带一路”自
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
理国际合作机制，与
联合国有关倡议和战

略对接，不断促进防
灾减灾国际合作走深
走实。

周学文表示，下
一步，中方将从加强
资源统筹、强化风险
监测评估、实施工程
技术科研项目、引导
规范社会减灾行动等
方面着手，不断提升
中国综合减灾能力，
并为全球减灾工作作
出新的贡献，践行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促进构建全球发展命
运共同体。(完)

评论：战后最大粮食危机 
没有和平难有温饱(下)

5月25日，佐科威总统在巴厘岛
出 席 第 七 届 全 球 减 灾 风 险 平 台
（GPDRR）开幕式并发表讲话。他
表示，新冠疫情已成为过去两年世界
最大的灾难，而印尼根据当前形势采

取了动态政策成功度过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