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节约粮食工作总结 粮食局半年工作
总结(通用7篇)

写总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每一个要点写清楚，写明白，
实事求是。写总结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
注意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总结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
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节约粮食工作总结 粮食局半年工作总结篇一

我们把握绵竹交通区位改善提升机遇，以粮食工作科学发展，
创新发展指导工作实践，在灾后重建中实施“绵竹军粮供应
站，粮食职工灾后重建民心小区建设和绵竹粮油现代物流中
心”三项重点项目。

当前，军供站于去年12月中旬开工建设以来，进展顺利，于
本年内能交付使用。绵竹原粮油储备中心库已于今年3月10日
开标，如无特殊情况，可于5月动工开建。因绵竹钣金工业园
区建设原因，市政府决定另外迁址新建，为支持绵竹重大招
商引资项目，争取直接为绵竹支柱产业——酿酒食品工业配
套服务，财政资金支持，原“粮食中心储备库”更名为“绵
竹市粮油现代物流中心”，迁址绵竹康宁工业园，预算投
入5002万元。开工建设的规划环评，评审等前期工作正按预
定时间表紧张而有序推进。“绵竹粮食职工灾后重建民心小
区”项目，开工前各项工作已经就绪，我们正尽其所能，把
这项民生工程做实做好。

三项重点项目的实施，为粮食系统的创新发展必将打下坚实
地基础。

(二)充分发挥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粮食购销主渠道作用，为搞
活经营打下基础。



1、今年我们加大了小春粮油收购工作的组织力度，收购前要
求各企业认真开展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如收购上岗前培训，
仓容准备，资金的衔接等工作，收购中召开收购工作的座谈
研讨会议，一是明确今年小春粮油收购的形势，价格走向。
二是强调抓好对农收购的服务意识。三是要认真抓好收购中
的安全工作，特别是强调突出抓好收购资金的安全工作，杜
绝隐患。四是以本地收购为基础，组织骨干力量赴省内、外
收购。充分发挥主渠道作用，抓好粮油深加工，粮油经营的
起点——粮油收购，为各项业务工作的开展打下基础。

2、开展“二次结算”，保护粮农利益。今年小春收购开始后
到5月底止，新市省粮食储备库收购入库的小麦收购价，低
于6月后的收购价格。为切实保护种粮农户利益，新市省储备
库按6月后的最新收购入库价格实行“二次结算”，让利于农，
每公斤让利补差0.08元，共计316503公斤，合计补差价
款25320.24元。

3、我们全力抓好粮油购销，全力支持绵竹打造“川西第一酒
城”建设，收购中十分注重剑南春酒厂酿酒专用优质粮源的
购销工作，利用国有企业的购销网络优势，优于同行业其它
企业的仓储优势，先进的科技储藏优势，采购酿酒专用优质
粮食原料，直供剑南春酒厂，达到“互利互惠，合作双盈”
目标。

(三)实施粮食流通监督检查，维护粮食流通秩序。

我们按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及相关法规，规定，依法
开展粮食流通监管。一是对粮食收购主体是否合法合规实施
监管，规范收购者行为，维护粮农利益。二是对粮食储存、
运输、市场的联合执法检查。重点环节为加工、批发、零售：
重点检查部位为：配送中心、连锁超市，农贸市场等，切实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三是对粮食经营者的最高最低库存量
和粮食流通统计制度执行情况加强监管。并利用粮食行业协
会渠道，加强企业收购、经营、产品质量的行业自律。通过



各种努力，依法维护我市正常的粮食流通秩序。

开展打击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行动。
我们根据绵竹市政府和各级业务主管部门的安排，制订专项
《工作方案》和《粮油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把宣
传粮油食品安全法规和对我市9家粮食经营企业的监管结合起
来。开展了打击违法使用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
整治行动，并努力形成长效机制，确保粮油食品安全。

开展全国首次食用植物油检查。根据国家发改委、粮食局、
财政部、农发行联合下发的文件安排，我们组织了首次全国
食用植物油检查。按照“有库必到，有油必查，查必彻底”
的原则组织普查。普查省级储备植物油(含省级临时储备)，
县级菜籽油储备共1300吨。普查结果显示，库存植物油“帐
实相符，帐帐相符;数量真实，质量可靠，储存安全，管理规
范”。通过自查，做好了各项准备，迎接省和国家有关部委
组织的抽查。

(四)强化应急保障，加强储备粮管理，维护粮食安全。

今年以来，自然灾害频发，粮食局办公室一方面完善了《绵
竹市粮食局粮食应急供应预案》，另一方面按市政府的要求，
首次提出了《粮食应急供应演练方案》。确保在各种自然灾
害突发，各种突发事件发生时，粮食应急供应在关键时刻能
发挥关键作用。

为加强本区域宏观调控，保障本区域粮食安全，根据市政府
安排，建立了绵竹市市本级粮食8000吨其中稻谷5100吨，小
麦2900吨，菜油600吨储备。确保能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的有效
调控，稳定人心，安宁社会。

承担省级粮食储备11000吨(原品粮)，其中稻谷6000吨，小
麦5000吨，省级菜油储备200吨，省级菜油临时储备500吨的
储备任务。同时根据有关规定，严格执行储备粮管理制度，



按照规定轮换，为吞吐调节，加强市场调控，确保粮食安全
打下基础。

(五)规范行政行为，提高行政效能。

我们按市委、市政府的统一安排，抓行政效能的创新意识，
服务意识教育，大力提高行政效能。实行首问责任制，限时
办结制，责任追究制。根据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
内容、要求，在互联网上公开发布政务信息，1—6月已发信
息90多条，设置行政效能意见箱，发布公开承诺书，严格执
行投诉畅通制度和廉政建设的动态监督制度，完善惩防体系
建设。对灾后重建的各项工程项目，全程监管，按时，按计
划推进。通过以上措施，达到行政行为更为规范，效能逐步
提高的目的。

(六)全力做好维稳，安全生产工作，杜绝事故的发生。

地震后，粮食职工安居问题，矛盾尖锐突出。经过我们多方
调协，做好各个方面的工作，圆满完成了原城区粮站宿舍(仿
古街黄家巷2号2栋)地震垮塌房屋遇难者住房重建工作。今
年4月，乔迁新居之际，48户震灾户联合赠送粮食局 提词
为“灾后重建大力支持，关注民生不辞辛劳”锦旗一面。我
们为确保一方平安稳定，履职尽责。同时，我们全力做
好“粮食系统职工灾后重建安居房”项目，消化震后突出矛
盾保稳定。

节约粮食工作总结 粮食局半年工作总结篇二

20xx年，是洞桥镇粮食生产成果辉煌的一年，高产攻关，春
粮晚稻再创佳绩。5月31日，由省农业厅农作局、浙江大学、
省农科院和市农技总站组成的农业吉尼斯专家组对洞桥镇百
梁桥村全国优秀种粮大户许跃进种植的扬麦12小麦高产攻关
田和百亩示范坊进行现场验收。实割三丘地块，高产攻关田
亩产5xx公斤，百亩方平均506.8公斤，创浙江省小麦单产和



百亩方吉尼斯纪录。12月3日，省市专家再次聚集粮食高产示
范方，实割单季晚稻甬优12号三块，其中1.28亩高产攻关田
块实现了最高产量943.1公斤，百亩方平均亩产达912.7公斤，
再一次创造省吉尼斯单季晚稻单产和百亩方纪录；同时甬
优7538”连作晚稻，亩均产量达到693.3公斤，折桂全省连作
晚稻单产纪录；该坊内全年平均亩产达到1419.5公斤，创麦
稻轮作“两季超三纲”(指年亩产超过1200公斤)百亩方省农
业吉尼斯纪录，成为我镇、我区、我市农业的一大亮点。

（一）倾心尽力，保障水稻全程机械化整体推进。为进一步
提高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增强“五统一”社会化服务
能力，我镇决定从20xx年起，实施水稻全程机械化区域性整
体推进项目。为此，镇农发基金安排专项经费10万元，用于
水稻全程机械化推进的补助；建立以南瑞粮机合作社为核心
的示范基地；同时规范服务，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统一签
订机插服务协议，规定服务面积、服务质量、服务价格，补
贴享受等服务项目内容，加强检查监督，使社会化服务达到
规范化的要求。据统计，全镇水稻机插面积共达12057.2亩，
水稻机插率达84.2%，主要农作物植保率达96%，机耕、机灌
及主要农作物机收率达100%，农机合作社五统一作业覆盖
率83%以上。经区农机站验收，我镇达到市级水稻生产全程机
械化区域性整体推进示范镇。

（二）因地制宜，发挥粮食烘干应急中心服务功能。针对当
前农业生产中重产前、产中，轻产后服务的现象，结合今年
春粮收割期间连续阴雨，水分过高严重影响小麦品质导致无
法入库的实际，积极向区政府提出强化农业产后服务体系建
设的建议，获得区领导的肯定。在梁桥米业创建粮食烘干应
急服务中心，在去年投资869万元，建成日烘干能力1000吨设
备的基础上，今年再投资280万元，进行设备技术改造，新建
潮谷堆放通风系统，保证收储农民潮谷，使收储的潮谷不发
热、不霉变；改造烘干设备，对烘干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噪
音进行进行治理；同时建立健全粮食烘干服务运营机制，制
定服务制度，以方便种粮农户为出发点，以保本微利的服务



价格，配合国有粮食收储部门完成粮食订单任务，达到企业
和农户双赢的目标。今年以来，该中心共服务烘干小麦8000
吨、早稻500吨、晚稻6000吨。

（一）稳扎稳打，顺利推进粮食功能区建设。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我镇20xx年度在洞桥镇仲夏畈落实区级
粮食功能区建设2200亩，工程共投入45万元，修建渠道2500
米，包括潘家耷和洞桥2个标段、新建机坡xx只、功能区牌
子1座、机耕路路面硬化462米。项目区通过建设沟、渠、路
等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改善了粮食生产功能区生产条件，提
高了粮食生产规模经营水平，推进了粮食生产机械化、现代
化程度，从而全面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粮食功能区20xx
年度种植粮食面积2951亩，其中春粮213亩、早稻736亩、中
晚稻2002亩，粮食复种指数1.34，各项基础设施完备，水稻
的机收、机耕率达到100%，良种覆盖率达到100%，良种统供
率超过60%，机插率80%。

（二）强化培训，提升农民科学栽培管理水平。

为进一步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经营管理水平和生产技能，
根据我镇是全区产粮大镇的实际，围绕粮食生产开展“双千
工程”农民专业技能培训，紧扣农业生产季节规律开展包括
无公害八戒西瓜生产技术、早稻机插育秧技术、晚稻高产栽
培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等在内的农民实用技术专项培
训，认真组织实施农业科技培训的各项工作。一年来，共举
办粮食“双千工程”专业技能系统培训5期，培训学员458人
次；农村实用技术专项培训xx期，授训人员675人次，超额完
成区下达计划任务的12.5%；同时完成中央农广校农民中专学
历教育招生计划5名。重点培训了承包面积20亩以上的100个
种粮科技示范户，示范带动了600多个农户。

（三）实事求是，凸显农业保险惠农助农作用。



20xx年是我镇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第五个年头，该项
工作在区保险事业部、保险公司和各村协保员的通力合作下，
取得了较好成绩，显著增强了农民抗灾能力和灾后及时恢复
生产能力，切实保障了种养大户的安全生产，有力促进了我
镇特色农业的持续发展。今年，全镇承保了水稻、小麦、毛
竹大棚等8个农险品种，共有20个村1099农户参保，参加保险
费718914.3元，其中农户缴费83469.6元，占xx%；种植业参
保率达91.2%，完成区下达指标101.8%。另外，根据“村级上
报信息、镇级现场勘验、区级确认定损”原则，按照“及时、
真实、高效”工作要求，全年累计出勤田间勘验34次，共计
理赔金额达xx元，主要包括小麦倒伏、西瓜大棚受损和晚稻
台风受灾等，切实为农民挽回了部分损失，帮助农户尽快恢
复了生产。

成绩属于过去。随着中央和各级政府对粮食生产的进一步重
视，我们相信新的粮食高产纪录、好的粮食生产经验会不断
涌现，我们也将一如既往，继续开展超高产攻关活动和落实
粮食生产工作，力争在新的一年有新的提高，为全市、全区
的粮食生产再争光添彩。

节约粮食工作总结 粮食局半年工作总结篇三

一、目标明确、责任落实

农业科技水平，发挥区域优势，优化品种品质结构，确保总
量供还应平衡，保护粮食生产能力“的原则，立足抗旱狠抓
早，面各市场调结构，推广先进适用避灾增产技术，因地制
宜推广普及三熟制，扩大复种面积，严格控制非农占地，引
导农民大力开展复耕种粮。夺取了全年粮食丰收。

为实现全年粮食生产目标，我乡将粮食生产面积和产量分解
到了各村，并签订了粮食生产目标责任书。落实了农业分管
领导胡世民同志负责牵头，由乡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具体负责
技术指导。



二、依靠科技，推广增产技术

1、坚持适时早播 坚持适时早播，分段卡死播期，海拔在800
米以下的地段在3月20日前，800米以上的地段在4月5日前结
束了春播。在作物安排上实行先播玉米，再播水稻。最后播
红苕。

2、规范了旱地改制

规范旱地改制提高复种指数，因地制宜

推广了三熟制，增加麦—豆—苕，麦—玉—豆，麦—豆—豆
等。

3、推广高产优质良种，合理搭配 我乡因势利导，按照区域
化、产业化的要求推广高产优质品种。水稻以高产段质杂交
和q优1号，金优725为主，合理搭配d优527，冈优系列，玉米
种以东单60，长坟13为主，合理搭配丹科2152，连玉15，不
麦以川麦107，川农为主。

4、保温育苗

保温育苗是保证大春作物苗全苗壮，实现满霜满插的重要措
施，水稻采取了早育秧1500亩，抛秧1622亩，玉米采取了地
膜覆盖玉米1000亩，肥球育苗6048亩，红苕采取了提前增温
育苗。

5、病虫草鼠综合防治

大小春作物分别采取了化学除草8000亩，各种作物预测预报
工作，实行科学预防。防治了各种作物病虫害，同时政府组
织开展了春季农田舍统一灭鼠工作。

二、落实播种面积，提高粮食产量 我乡把恢复和增加粮食播



种面积作为粮食生产的重点，通过增加间套、轮作、扩大复
种等途径增加了粮食播种面积，并大力宣传复耕优惠政策，
随着粮食价格的上扬，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普遍提高。全年共
播种水稻3122亩，总产达530吨，玉米播种面积为7048亩，总
产达2079吨，小麦播种面积为3330亩，总产达666吨，洋芋播
种面积为3780亩，总产达630吨，红苕播种面积为3780亩，总
产达1134吨，大豆播种面积为540亩，总产达80吨，晚秋洋芋
播种面积为410亩，总产达20吨。总之，我乡粮食生产工作在
县农业局的正确指导下，在张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通
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可喜
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增产技术推广力度不够，粮食
生产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等，针对我些问题，我们将在
来年的工作中不断加强和改进。

节约粮食工作总结 粮食局半年工作总结篇四

为实现粮食生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目标，
乡党委、政府严格按照上级文件要求，全面分析了粮食生产
面临的形式，针对薄弱环节，重点抓紧抓好。坚持”稳定粮
食生产面积，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发挥区域优势，优化品种
品质结构，确保总量供还应平衡，保护粮食生产能力“的原
则，立足抗旱狠抓早，面各市场调结构，推广先进适用避灾
增产技术，因地制宜推广普及熟制，扩大复种面积，严格控
制非农占地，引导农民大力开展复耕种粮。夺取了全年粮食
丰收?br为实现全年粮食生产目标，我乡将粮食生产面积和产
量分解到了各村，并签订了粮食生产目标责任书。落实了农
业分管领导胡世民同志负责牵头，由乡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具
体负责技术指导。

1、坚持适时早播 坚持适时早播，分段卡死播期，海拔在800
米以下的地段在3月20日前，800米以上的地段在4月5日前结
束了春播。在作物安排上实行先播玉米，再播水稻。最后播
红苕。



2、规范了旱地改制 规范旱地改制提高复种指数，因地制宜
推广了三熟制，增加麦—豆—苕，麦—玉—豆，麦—豆—豆
等。

3、推广高产优质良种，合理搭配 我乡因势利导，按照区域
化、产业化的要求推广高产优质品种。水稻以高产段质杂交
和q优1号，金优725为主，合理搭配d优527，冈优系列，玉米
种以东单60，长坟13为主，合理搭配丹科2152，连玉15，不
麦以川麦107，川农为主。

4、保温育苗 保温育苗是保证大春作物苗全苗壮，实现满霜
满插的重要措施，水稻采取了早育秧1500亩，抛秧1622亩，
玉米采取了地膜覆盖玉米1000亩，肥球育苗6048亩，红苕采
取了提前增温育苗。

5、病虫草鼠综合防治 大小春作物分别采取了化学除草8000
亩，各种作物预测预报工作，实行科学预防。防治了各种作
物病虫害，同时政府组织开展了春季农田舍统一灭鼠工作。

我乡把恢复和增加粮食播种面积作为粮食生产的重点，通过
增加间套、轮作、扩大复种等途径增加了粮食播种面积，并
大力宣传复耕优惠政策，随着粮食价格的上扬，农民的种粮
积极性普遍提高。全年共播种水稻3122亩，总产达530吨，玉
米播种面积为7048亩，总产达2079吨，小麦播种面积为3330
亩，总产达666吨，洋芋播种面积为3780亩，总产达630吨，
红苕播种面积为3780亩，总产达1134吨，大豆播种面积为540
亩，总产达80吨，晚秋洋芋播种面积为410亩，总产达20吨。

总之，我乡粮食生产工作在县农业局的正确指导下，在张党
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通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全体工作人
员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增
产技术推广力度不够，粮食生产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等，
针对我些问题，我们将在来年的工作中不断加强和改进。



节约粮食工作总结 粮食局半年工作总结篇五

粮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重要的特殊商品，确保粮食安全是粮
食部门的重要职责，是维护社会稳定，确保人民身体健康的
重要举措，是抓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物质保障。每年，
我局利用宣传资料、板报等形式大力开展了安全生产宣传教
育，提高了广大粮食职工的安全意识，增强了责任心和责任
感，使安全意识成为一种自觉行为，并贯穿于整个粮食工作。

我局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分管副局长为副组长，股室负责
人为成员的“安全生产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进行了明确分
工，落实了各自责任，确定了专人负责安全生产日常工作，
把安全工作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来抓，形成了一项长效机制，
确保了该项工作常抓不懈，有效开展并全面完成了“百日安
全生产”活动的目标任务。

在“百日安全生产”活动期间，特别是在元旦、春节期间，
为确保粮食安全，我局成立了以分管局长为队长的夜间巡逻
队，确保了我县节日期间的粮食安全。我局按照县政府安排，
为确保全县中小学生粮食食用安全，在中小学校中实行粮食
定点直供，实行定点采购粮油，专仓专人管理，并对购粮学
校提供粮食理化检验报告单复印件，确保了中小学生食用安
全粮油、身体健康。为确保全县人民食用粮油安全，我局配
合食品、工商、质监等部门在全县范围内，对经营粮油的单
位和个体户进行了质量检查，没有发现严重违反食品卫生和
质量安全事件，经营户基本能依法经营，履行自身职责。

通过检查，进一步提高了粮食经营者的安全意识，做到严把
粮食购入销出质量关，提高了老百姓和广大消费者对粮食经
营者，特别是国有粮食企业信任度，为粮食经营和消费营造
了良好地氛围。



节约粮食工作总结 粮食局半年工作总结篇六

(一)做好粮食购销工作，确保市场流通和供应。截止11月底，
全年社会粮食销售已完成2.62万吨，占任务2.6万吨的100.7%。
救灾救济粮食专项收购稻谷105843公斤，大米119445公斤;发
放救灾救济粮大米139632公斤公斤，稻谷87667公斤，供应救
灾救济粮户数5421户，救济人口9667人。

(二)做好军粮供应服务工作。一是按时按质按量做好军粮供
应工作，认真执行《军粮供应服务公约》，保持与武警中队
联系和沟通，随时了解掌握当地驻军粮食需求，及时为部队
配送质量安全卫生的大米。二是严格遵守国家保密制度的规
定，做好有关军供粮数据及其他保密工作，杜绝发生泄密事
件;三是做好迎检20xx年全市粮粮供应站、军粮代供点资格年
审工作，重新制定军供保密责任书、军粮供应应急预案和军
粮定点代储代供协议书;四是认真贯彻落实百色市粮食局年中
粮食流通工作会议和全市军粮供应工作会议精神，撰写军粮
代供点军民融合式发展实施方案，达到促进军地同心，共同
发展的目标。

(三)做好县级储备粮轮换和新增规模粮食收购工作。年初完
成了县级储备粮20xx年1698吨补库任务。20xx年计划轮换县
储备粮1043吨，增加储备规模400吨。储备粮轮出销售和收购
补库数量、价格，分别在第74次、77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目前已进行招标拍卖代理机构抽选和招投标工作，正在抓紧
开展20xx年储备粮新增规模400吨粮食收购和1043吨储备粮轮
入补库工作，以确保按时年底完成县储备粮轮换任务和增储
任务。

(四)开展全县粮食库存检查工作。根据自治区粮食局等五部门
《关于开展20xx年全区粮食库存检查工作的通知》(桂粮发
〔20xx〕6号)文件要求，我局在4月中旬至4月末，开展了20xx
年全县粮食库存检查工作。通过采取重点检查和例行检查方



式，开展全县粮食库存检查，我县地方储备粮等政策性粮食
库存数量真实、账实相符，质量良好。储存安全。

(五)努力推进县粮食储备库项目建设进度。截止20xx年11月
底，县粮食储备库检化验楼已完工，2号仓库完成主体工程验
收，正在进行装修，3号、4号仓库正在拱顶，5号仓库在砌筑
当中，应急加工车间完成基础工程，泵房及蓄水池已完工。
目前项目已完成投资1371万元(其中征地费360万元、各种前
期费用176万元、一标工程款335万元、二标工程款500万元)。
由于旧粮食储备库和潞城粮所地产拍卖两次流标，新库建设
资金面临断链。一旦建设资金断链，就会停工，影响工程建
设进度。目前正在抓紧对旧储备库和潞城粮所地产进行处置
变现，同时希望上级主管部门给予更多的项目建设补助资金，
以弥补建设资金缺口，确保项目在20xx年能够竣工验收投入
使用。

(六)认真开展粮食质量安全专项检查。根据《百色市粮食局
关于组织开展20xx年粮食质量安全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百
粮电〔20xx〕3号)精神，制定了《田林县20xx年粮食质量安全
专项检查方案》，并开展检查工作。通过企业自查县粮食局
检查组实地核查，共检查我县20xx年6月末库存县级储备粮稻
谷4214吨，所有存粮处于安全稳定状态，全部存粮属于基本
无虫粮，质量达到中等及以上等级。

(七)开展粮食仓储设施专项调查工作。根据自治区粮食局
《转发国家粮食局关于开展全国粮食仓储设施专项调查工作
的通知》(桂粮办发〔20xx〕213号)精神，我局开展了全县粮
食仓储设施专项调查工作，按照“在地检查、在地登统、在
地审核”原则，做到“有库必到、有仓(罐)必查、查必准确"，
对辖区内纳入调查范围的所有粮食仓储设施逐一全面地调查，
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并通过专门软件录入数据，导入图
片，生成调查数据包，完成专项调查上报任务，为全国粮食
仓储设施建设情况提供了详细的数据资料。。



(八)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我局专门组织全县粮食企业管理人
员学习上级有关安全生产工作文件，并组织观看全国粮食行
业生产事故典型案例警示片，更直观地了解安全生产的重要
性。还根据市粮食局安排，组织有关人员参加了中国粮油经
济学会4月11日至12日在南宁举办的“粮食行业安全生产培训
班”，重点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粮油仓
储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与实践、粉尘防爆露天储粮安全
管理、粮食行业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储粮药效管理、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的风险隐患排查及整治等内容。根据市粮食局
和工商局联合发文部署，8月初起至年底与县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联合开展粉尘作业和使用场所防粉尘爆炸大检查，以杜绝
安全监管漏洞，防止粉尘爆炸事故发生，确保粮食加工企业
安全生产。

(一)高度重视粮食仓储和安全生产工作。克服麻痹大意思想，
警钟长鸣，经常督促和指导基层单位干部职工按照“以防为
主，措施到位，安全防范，万无一失”的要求，积极准备开
展防洪防汛工作，深入基层检查安全生产措施和应急预案落
实情况，确保仓库和库存粮食安全和人员安全。

(二)做好缺粮群众口粮应急供应工作。保持与民政等有关部
门密切联系，做好农村缺粮情况摸底工作，准备足够的粮源，
做好粮食调度摆布到位，保障救灾救济粮食及时有效供应，
保证缺粮群众每人每天至少得到1斤贸易粮的基本口粮供应，
促进社会大局稳定。

(三)落实好县储备粮轮换补库和增储任务粮食收购计划。抓
好粮食轮换出库工作，腾仓并仓，清仓消毒，面向市场落实
收购粮源，确保20xx年底全面完成储备粮1043吨早稻轮换
和400吨增储任务。

(四)加强粮食流通监管，搞活粮食市场流通。一是积极引导
国有粮食企业面向市场开展公平竞争，发挥主渠道作用。完
善各项服务措施，提高服务水平，大力开展市场粮食收购竞



争，掌握更多的市场粮源。二是在提高国有粮食经济运行质
量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的同时，积极培育和发展非公
有制粮食经济，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
有制粮食经济积极参与粮食市场竞争，培育和发展多元化粮
食市场主体，增强公有制粮食经济的活力，搞活粮食流通。
三是进一步加强依法行政，依法管粮措施完善粮食流通监管
制度，进一步强化公平、公正、公开的粮食市场秩序，创建
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的粮食市场环境。

节约粮食工作总结 粮食局半年工作总结篇七

经检查我县各粮食储存库点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机构，相关安
全生产制度建设基本健全。

经检查，各库点有专人抓粮食安全生产工作，xxxx库签订了粮
食安全生产责任书，中心领导是主要责任人，分管和库点负
责人为粮食安全生产工作第一责任人。

目前我县储粮粮温正常，粮情稳定，储粮处于安全储存状态，
各库点能够严格执行《粮油仓储管理办法》和《粮油储藏技
术规范》等管理办法和要求。

我县粮食中心库仓储机械主要为xxxx库点的粮食输送机，

平时库领导也十分注意机械操作的安全，仓库熏蒸操作人员
基本上能持证上岗。

对于化学药剂的管理方面，我县粮食xxxx库在xxxx库点专门
设有药剂室，xxxx库实行统一采购、集中存放、专室储存、专
人管理、双人双锁收发制度、药剂出入必须经库有关人员批
准。并且做到每月检查库存情况，做好出入库管理。

我县各库点配备有灭火器，消防安全责任到人，对库区电线
前几年已经进行了部分更新，用电相对比较安全。



对于防汛防台风工作，我中心密切注意日常天气预报情况，
经常指导各库点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个别仓库残旧(如瓦房仓)，储存条件有待改善;

(2)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有待提高;

(3)对未完善管理的要进一步提高、整改。

(1)要求我县各库点在20xxxx年11月5日前整改完毕;

的规定。定期对仓库使用的电器设备、消防器材等进行排查，
及时维修和更换存在安全隐患的设备及配件，保证设备设施
处于良好状态，确保生产环境安全以杜绝事故的发生，确保
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