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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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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粒粒米饭是珍贵的，当我们吃饭时不小心把饭粒撒在桌
上时，爷爷总是心疼地一颗一颗往嘴里送，当我们浪费粮食
时，妈妈语重心长地为我们娓娓道来。那一个个在马路边无
助的人没有粮食。虽说一粒米对祖国建设不大，可每人节约
一粒米呢？国家的人千千万。

次性碗把饭一粒一粒装进碗里，时不时有一个人过，都会说：

“这小孩真可爱。”我不知道是自豪还是耻辱，脸更红了。

一个个同学都弯下了腰捡起了饭粒，可捡完了放哪呢？有几
个同学直接一股脑倒进垃圾筒真像汽车坏了方向盘——横冲
直撞。我四处寻找着安居粮食的地方，可还是没有找到，我
就像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又有些像热锅的蚂蚁——急
得团团转。我鼓起勇气问了问服务员，服务员指了指饲养处，
我急忙奔过去把米给了小鸡们，这一切都要感谢那服务员阿
姨，是她教我们如何珍惜粮食。

住事中的点点滴滴，汇成了我记忆的海洋。心中泛起几朵银
白的浪花，让我回味，让我珍藏，让我体会人生的真谛和乐
趣。珍惜粮食，永不腐朽，传流不息，让我们一起携手共进，
一起珍惜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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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要知道，中国的粮食现状是不容乐观的。2000年
我国谷物、棉花，肉类总产量均占世界第一位。可是按人口
平均，人均有粮食仅362公斤，比世界平均水平还低，甚至低
于一些发展中的国家。更令人感慨的是，新中国的今天不是
比一千多年前的唐宋王朝粮食不知多了多少倍吗？可是由于
人口猛增，人均占有粮食竟比唐宋时代还少了200多公斤！！！
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我国人口已达十三亿。而我国的
耕地面积呢？仅仅占世界耕地面积百分之七，却养活着占世
界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成为我国第一
个大问题。如今，浪费粮食应该是最可耻的行为之一，因为
浪费粮食就相当于慢性自杀！大家看到，现在铺张浪费的人
越来越多，浪费的花样百出，虽说目前我们中国人是饿不死
的，但中国人口每年净增长1200万人，如果现在浪费，以后
的中国人只有饿死的份儿！

另外，我们应该有“一饭一粟当思来之不易”的朴素情
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从选种、播种，锄草、
施肥、收割到加工等，每一粒粮食饱含了农民伯伯和其他人
的多少辛劳！所以，我们珍惜粮食也是对他们劳动的一种尊
重。正是有了他们的劳动，我们才能吃得饱，吃得好；也正
是有了他们的'劳动，当自然灾害如：地震、水灾、旱灾等袭
来时，国家才能调拨大批救灾物资，而其中的粮食成为灾民
们的第一所需，也许平时在你看来从不放心上的普通食物会
成为别人救命的稻草和天下最美味的食品！

看到此，有人会说，我也想节约，可如何去做呢？在这，我
有几个小小的建议供大家参考：去餐馆吃饭，不要因为要面
子就瞎点，其实够吃就行，不要太奢侈。在餐馆就餐后，如
还有剩菜，就要打包回去吃，千万不要觉得很丢人，这其实
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在家吃饭时吃多少盛多少，少盛点，
因为吃完了还可以再盛。还有，不要养成挑食的习惯，认为
不好吃的就随便丢弃。



最后，我大声呼吁，人人应以节约为荣，以浪费为耻！请大
家珍惜粮食，杜绝浪费，从自身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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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报告作出了“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
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重要部
署。我们将围绕这一重要部署，和各地区、各部门一道，不
断增强忧患意识，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
更可持续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具体有五个方面举措：

第一，落实“藏粮于地”，加大耕地保护和农田建设力度。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强化“长牙齿”的硬措施，严
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持续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发展
高效节水灌溉，挖掘潜力新增耕地。

第二，坚持“藏粮于技”，强化现代种业等科技支撑。大力
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和种源自主可控。
提升农机装备研发和应用水平，健全农作物病虫害等防治体
系，加大绿色仓储、高效物流、粮油加工等技术研发力度，
不断为粮食安全注入新动能。

第三，优化生产布局，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健全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的法律法规，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严格
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
衡区饭碗一起端、责任一起扛。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
多措并举促进稳产增产，将粮食年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落实大食物观，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第四，加强收储调控，在更高水平上实现粮食供需动态平衡。
强化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加强精
准调控，保持粮食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健全粮食储备体系，
保持合理储备规模，优化结构布局。创新强化监管和执法，



从严惩治涉粮腐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坚决守住管好“天
下粮仓”。

第五，开展节粮减损，促进粮食节约和营养健康。加强全链
条管控，大力推广智能收获机械、绿色仓储技术、适度加工
工艺，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浪费。举办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
食安全宣传周等主题活动，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
方式，营造爱粮节粮、健康消费的新风尚。这些方面也需要
媒体和记者朋友的大力支持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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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十连增”，今年夏粮再获
丰收、全年有望获得好收成，能够为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但应看到，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的背
景下，在高起点上继续保持粮食发展的好势头，面临更多挑
战。主要表现为“五个并存”。

农产品需求刚性增长与资源硬约束趋紧并存。影响需求增长
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人口增长，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每年新
增人口仍在700万左右;另一个是消费升级，每年新增城镇人
口1000多万。由于人口数量增加和消费结构升级，全国每年
大体增加粮食需求200亿斤。同时，耕地、水资源约束持续加
剧。我国人多地少水缺，人均耕地、淡水分别仅为世界平均
水平的40%和25%。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每年要减
少耕地600万亩—700万亩，城市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和生态
用水还要挤压农业用水空间。为了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还
要适度退耕还林还草。需求增长、资源减少，将使粮食等农
产品供求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

农产品供求总量平衡与结构性紧缺并存。上世纪90年代中后
期，我国粮食生产快速增长，而消费升级较慢，出现过短暂
的总量平衡、丰年有余。但这种供求格局已经改变。从总量



看，现在已经有缺口，未来缺口还会继续扩大。预计到20__
年，粮食需求总量大约在1.4万亿斤左右，按照目前1.2万亿
斤的产量基数和95%的基本自给率，要保持年度产需基本平衡，
每年粮食至少要增产200亿斤。从结构看，现在一些品种缺口
较大，未来缺口还会继续扩大。典型的是大豆缺口逐年加大，
去年进口大豆超过6000万吨。有限的资源就摆在那儿，增加
谷物种植就意味着减少其他作物种植，而需求又都在增加，
这种结构性矛盾将长期存在。

农业生产成本上升与比较效益下降并存。多年来，国家采取
了很多措施，如出台“四补贴”、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
和临时收储等政策，解决粮食效益低的问题，但成本上涨、
效益下降的局面仍未根本改变。从生产成本看，我国农业日
益显现“高成本”特征。这些年农资价格、土地租金、人工
成本等生产要素都在上涨，特别是过去忽略不计的人工成本
快速上涨，农忙时节有的地方一天100多元都请不到人，一些
农户特别是种粮大户很难承受。从种植收入看，比较效益偏
低并呈下降趋势。多数地方，一亩粮食的纯收益只有二三百
元，农民说，“辛辛苦苦种一亩田，不如外出打几天工”。
这将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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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田野里，耕作不息。

这是更加高效的农业生产，种子包衣、精量播种，破土而出
的冬小麦苗齐苗壮，全国冬小麦面积稳定在3.35亿亩以上；
这是更加完善的农业生产基础，冬修水利，高标准农田建设
正在如火如荼进行；这是更加顺畅的流通储备体系，遍布全
国的标准仓房总库容达7亿吨，确保正在集中上市的秋粮颗粒
归仓。

回望今年的粮食生产，丰收来之不易。



各粮食产区克服了罕见秋汛导致的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局地
发生的新冠疫情、南方严重高温干旱等重重困难。夏粮、早
稻实现增产，多个秋粮主产区玉米、大豆单产提高明显，全
年粮食产量将继续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要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严格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
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要饭碗一起端、责任一起扛。

今年，中央首次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各地区各部门
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底线，以超常超强的力度促进粮
食生产。

今年，为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中央财政提前下达耕地地力
保护补贴1205亿元，继续提高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先后
下拨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400亿元，比上年翻了一番。

今年，我国已实现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
在13个粮食主产省份826个产粮大县的全覆盖，农民种粮更有
保障。

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是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
到位。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实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面积8300万亩，
超额完成年度计划任务。到今年底，全国将累计建成10亿亩
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保障粮食产能1万亿斤以上。我国粮
食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
过72%，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1%。

希望的田野上，新的丰收正在孕育。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这既是对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的更高要求，也是对牢牢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的战略部
署。



迈上新征程，一个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
续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正在逐步构建，“中国饭碗”必
将装得更满、端得更牢、成色更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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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猪肉皮下脂肪层的厚度。在选购猪肉时皮下脂肪太雹太
松软的猪肉不要买。一般情况下，瘦肉精猪因吃药生长，其
皮下脂肪层明显较薄，通常不足1厘米；正常猪在皮层和瘦肉
之间会有一层脂肪，肥膘约为1cm—2cm，太少就要小心了。

二看猪肉的颜色。一般情况下，含有瘦肉精的猪肉特别鲜红、
光亮。因此，瘦肉部分太红的，肉质可能不正常。另外，还
可以将猪肉切成二三指宽，如果猪肉比较软，不能立于案上，
可能含有瘦肉精。如果肥肉与瘦肉有明显分离，而且瘦肉与
脂肪间有黄色液体流出则可能含有瘦肉精。

一看馒头颜色。玉米面颗粒大，是无法做出整个色泽均匀的
黄澄澄的玉米馒头的。如果颜色纯黄，外表光滑，那么购买
时需慎重。另外，玉米粉比面粉粗糙，如果掰开馒头发
现“玉米馒头”与普通面粉馒头一样光滑，那就值得怀疑了。
二是闻馒头气味，添加香料的“玉米馒头”香味刺鼻，玉米
味道过浓。

对于市场上销售的鲜牛肉和冻牛肉，消费者可从色泽、气味、
粘度、弹性等多个方面进行鉴别。

色泽鉴别新鲜肉：肌肉呈均匀的红色，具有光泽，脂肪呈洁
白色或乳黄色。

次鲜肉：肌肉色泽稍转暗，切面尚有光泽，但脂肪无光泽。

变质肉：肌肉呈暗红色，无光泽，脂肪发暗直至呈绿色。



气味鉴别新鲜肉：具有鲜牛肉的特有正常气味。次鲜肉：稍
有氨味或酸味。变质肉：有腐臭味。

粘度鉴别新鲜肉：表面微干或有风干膜，触摸时不粘手。次
鲜肉：表面干燥或粘手，新的切面湿润。变质肉：表面极度
干燥或发粘，新切面也粘手。

弹性鉴别新鲜肉：指压后的凹陷能立即恢复。次鲜肉：指压
后的凹陷恢复较慢，并且不能完全恢复。变质肉：指压后的
凹陷不能恢复，并且留有明显的痕迹。

一看豆芽秆：自然培育的豆芽菜是芽身挺直稍细，芽脚不软、
脆嫩、光泽白，而用化肥浸泡过的豆芽菜，芽秆粗壮发水，
色泽灰白。二看豆芽根：自然培育的豆芽菜，根须发育良好，
无烂根、烂尖现象，而用化肥浸泡过的豆芽菜，根短、少根
或无根。

三看豆粒：自然培育的豆芽，豆粒正常，而用化肥浸泡过的
豆芽豆粒发蓝。

四看折断：豆芽秆的断面是否有水分冒出，无水分冒出的是
自然培育的豆芽，有水分冒出的是用化肥浸泡过的豆芽。

当然，这些方法也只是人们从吃亏上当的过程中总结出的一
些宝贵的经验。我们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确保食品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