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粮食政策心得体会(实用5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体会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那么心得体会怎
么写才恰当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
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粮食政策心得体会篇一

“要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
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耕地保护要求要非常明确，18亿亩耕地必须实至名归，农
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

这是对粮食安全新形势新挑战的深刻洞察，也是对严格保护
耕地的动员号令。

新年伊始，各地区各部门积极行动。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
制度，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永久基本农田保持在15.46
亿亩以上。提高耕地质量，加快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
高标准农田，打造“一季千斤、两季吨粮”的优质良田。保
护好耕地生态，让疲惫的土地“喘口气”，扎实推进耕地轮
作休耕制度。一系列“藏粮于地”硬措施落到田间地头，为
保障粮食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长牙齿的硬措施，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

地为粮之本。“农田就是农田”，要求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
制度落实到位。

“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
决定了我们必须把关系十几亿人吃饭大事的耕地保护好，绝
不能有闪失。”



“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大家立了军令状，必须做到，没有
一点点讨价还价的余地!”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

…………

“今天的耕地就是明天的饭碗，田长制压实了耕地保护的责
任。”四川省广元市自然资源局昭化区分局局长贺茜介绍，
田长实地巡查，卫星遥感“天上看”，视频监控“实时看”，
耕地保护监管网越织越密，无论是土地撂荒，还是乱占耕地，
都能第一时间发现。

土地整理是耕地保护的一张“关键牌”。走进云南省双柏县
法脿镇铺司村，规整的田块，宽敞的机耕道，很难想象这里
曾是荒坡地。双柏县用好政策，完成土地整理项目4个，新增
耕地1500亩，土地利用率由49.06%增加到72.15%。

强化制度支撑，层层压实责任。严格实行“数量为基础、产
能为核心”的耕地占补平衡，推行“田长制”等耕地保护新
模式，利用“互联网+”建立智能化耕地监测监管机制，各地
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确保“农田就是农田”。

“农田就是农田”，要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
粮化”。

时下，湖南省长沙县江背镇的田间地头，不少农户开始翻耕
晒土，五福村一处废弃的池塘处，施工人员正忙着平整土地，
不久后这里将重新种上早稻。

各地区各部门严格耕地用途管制，积极复垦撂荒地，开发冬
闲田，确保粮食播种面积只增不减。截至今年1月底，江西全
省已翻耕冬闲田约1100万亩;全省早稻意向播种面积1830万亩，
比去年增加1.8万亩。农业农村部明确，确保今年粮食播种面



积稳定在17.6亿亩、力争有增加;确保粮食产量继续保持
在1.3万亿斤以上、力争能增产。

粮食政策心得体会篇二

又是一个丰收年。"今年玉米大丰收，亩产1000多斤。"河南
省汤阴县韩庄镇王佐村种粮大户黄海涛干劲十足，"收完玉米
压茬播麦，机械化秸秆还田，犁地翻耕、播撒麦种，来年的
馒头有指望！"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超九成，全国秋
粮丰收在望，全年粮食有望再获丰收。

新时代十年，中国饭碗端得牢、成色足，为克服各种风险挑
战、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了有力支撑，为推动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
定了坚实基础。

粮食连年丰收，能否高枕无忧？

"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
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
生""确保粮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可靠安全和防范金融风
险还须解决许多重大问题"。

"从复杂的国际形势看，粮食安全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必须
增强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保持战略定力，以国内稳产
保供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说。

从国内看，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农产品稳产保
供，既要保数量，也要保多样、保质量。"当前我国粮食等重
要农产品供给总体有保障，但粮食供求仍呈紧平衡，大豆油



料自给率偏低，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不足，稳产保供的基础
还不牢固。要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加快构建
以粮食安全为基础、以确保食物有效供给为目标的粮食安全
综合保障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程国
强分析。

尽管面临各种风险挑战，但纵观基本面，大国粮仓根基稳固。

——粮食产能基础不断夯实。

数据显示，全国划定10.58亿亩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
品生产保护区，可保障我国95%的口粮消费量。全国农田有效
灌溉面积占比超过54%，良种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超过45%。

——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步履铿锵。

安徽省亳州市十八里镇五得利面粉厂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
车间负责人高国刚介绍，"小麦在这里被充分利用，麦皮用来
生产杂粮饼干，麦胚制作成化妆品和保健品，身价倍增。"

延伸产业链、打造供应链、提升价值链，越来越多的"大粮
仓"变成"大厨房"，大食物、大流通、大市场，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从"吃饱"到"吃好"的消费升级。

"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我们有基础、有条件、
有能力、有信心。"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说，下一步要盯紧
抓实粮食安全乃至食物安全的全领域全过程全环节，构建更
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
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丰富多样
的食物消费需求。



粮食政策心得体会篇三

粮食是国之大计，安全是民之幸福。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
粮食安全一直是国家的重中之重。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政府不断出台相关政策，其中“粮食安全政策条例”便是关
键之一。本文将从政策层面出发，对于“粮食安全政策条
例”的理解和体会进行讨论。

第二段：政策背景

“粮食安全政策条例”于2019年12月1日全文实行，条例的出
台可以说是我国农业食品领域的一项重大改革。条例对于保
障粮食安全、促进粮食产业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多年以来，我国的粮食产业面临诸多挑战，为了更好地解决
这些问题，政府对条例的实施十分重视。

第三段：政策内容

“粮食安全政策条例”共分为十章，对于粮食生产经营、粮
食储备、粮食进出口、粮食质量安全等多个方面都有所规定。
其中，政策强调了粮食质量安全和市场准入管理机制的建立。
同时，政府还加强了对于粮食的生产经营和流通的管理，以
及储备体系的完善，保障了粮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确保了
国家粮食安全。

第四段：政策意义

“粮食安全政策条例”在保障国家粮食能力和稳定粮食供给
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政策的出台将对粮食产业的
规范化、标准化、市场化进程产生积极影响。同时，政策的
实施也将有助于提高国家的粮食储备能力和降低粮食流通成
本。这对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维护国家安全、促进可持
续经济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五段：结论

总而言之，“粮食安全政策条例”对于我国保障粮食安全、
推进粮食产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政策强调了粮食质量安
全和市场准入管理机制建立的重要性，同时配合着其他完善
的粮食管理政策进行实施，给粮食行业带来了更多的保障和
发展机遇。相信是这些好的政策和制度，能够推动我国粮食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给老百姓带来更
多福祉。

粮食政策心得体会篇四

第一段：引言（200字）

粮食储备政策与法规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作为
一个AI语言模型，我虽然没有亲身经历，但是通过阅读相关
文献，深深地认识到，粮食储备政策与法规对于维护国家安
全和社会稳定所做出的贡献不可忽视。在坚持国家粮食安全
战略的过程中，我也深深地认识到了粮食储备的意义和作用。

第二段：中国粮食储备政策概述（200字）

中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就开始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和储备工作。
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粮食消费的不断增加，粮食储备
的政策和法规也不断完善。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粮食储
备条例》，规定了粮食储备的基本原则，包括政府主导、全
民参与、市场运作、合理储备，从而保证粮食储备的科学性
和可持续性。

第三段：中国粮食储备政策的成效（400字）

粮食储备政策能够在市场供求失衡时调节市场价格和稳定粮
食供应，从而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维护社会稳定。同时，粮
食储备可以为自然灾害和社会突发事件提供物资保障，为国



家的防御和应急救灾提供重要物资和资源支持，同时，也能
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事实上，在过去几次自然灾害和重大
疫情期间，粮食储备政策的支持和帮助得到广泛认可，也显
示了这一政策的重要意义。

第四段：粮食储备政策还存在的问题（200字）

虽然粮食储备政策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应对自然灾害等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
问题是，粮食储备的库存管理和保管问题。由于库存周期较
长，过多的存粮容易出现质量问题，进而影响市场对储备粮
的认可度。此外，大量存粮也会导致储备资金、场地、人才
等资源的浪费，因此，如何科学、精细地管理储备粮食成为
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五段：结论（200字）

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粮食储备政策和法规无疑是非常
重要的。然而，在实践中，也必须面对和解决各种各样的问
题和挑战。因此，我们需要将粮食储备政策和法规落实到具
体的行动中，实现储备粮食的科学、精细管理和储备制度的
不断完善，以确保储备粮食的质量和数量，并为应对自然灾
害和重大疫情等紧急场合提供稳定、及时的支持和保障。唯
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建设更加美好的祖国和社会。

粮食政策心得体会篇五

保护好地方政府抓粮积极性和农民种粮积极性，是全方位夯
实粮食安全根基的重要课题。

——政策更给力，种粮有底气。

"今年每亩收到一次性种粮补贴41.44元、耕地地力补贴95.41
元，补贴力度大，丰收又增收。"河北省邱县香城固镇张云固



村种粮大户张朝印算起账，"政策托底，种粮有信心，300多
亩小麦已经全部种下。"

丰收背后是政策支撑。为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今年中央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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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稳预期、强信心。下一步，各级财政将持续加大种粮支
持力度，通过价格支持稳预期、收入补贴保成本、保险扩面
降风险，为农民种粮提供全方位保障。

——经营增效益，粮农有赚头。

"合作社托管了2000多亩地，农民每亩种粮成本减少上百
元。"湖北省广水市南新村艳阳天专业合作社社长卢建林
说，"我们将继续完善产前产后服务，提供粮食烘干、流通、
加工一条龙服务，田间连车间，让乡亲们种粮更有赚头。"

截至目前，全国累计培育农民合作社222万家，建立健全利益
联结机制，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各地深入推进优质粮
食工程，直接带动优质粮食增加5000多万吨。

好粮食带来好效益。接下来，相关部门将着力补上粮食烘干、
流通等环节短板，开展粮食绿色仓储、品种品质品牌等"六大
提升行动"，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探索订单农业、加工
物流等，提高种粮综合效益。

——责任再压实，饭碗一起端。

"我们将继续完善粮食安全党政同责配套制度，签订承诺书，
列入综合考核指标，层层落实责任。"湖南省保靖县农业农村
局局长朱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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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各级党委政府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越
来越多的地方党政一把手走进田间看粮食生产，进村入户搞
调研，强化硬措施，形成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合力。我国将
继续完善产粮大县、产油大县、制种大县等综合奖励政策体
系，不让重农抓粮吃亏。

希望的田野上，冬小麦陆续出苗，新的丰收正在孕育。全方
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压舱石稳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
轮，定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