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保障粮食安全的中国策形势与政策
论文(优秀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保障粮食安全的中国策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一

《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举全党
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文章强调，要牢牢把住粮食安全
主动权。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任何时候都要绷
紧这根弦，须臾不可放松，务必抓紧抓实，让百姓任何时候
都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藏粮于地，喜看禾菽千重浪。“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根，有根才有果，有果才有实，有实才能
让14亿人有饭吃，吃得饱。在当今国际局势动荡和一次次新
冠疫情形势严峻的影响下，要更加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
增产高产，护好老百姓的肚子，装满老百姓的“菜篮子”，
增加老百姓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底气。同时，要保好农村耕
地的质量，各级地方政府要在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的前提
下，要因地制宜变“撂荒地”为高质量标准农田，带领农民
改进耕作方式，将“望天田”改造为“保收田”，让农民装
满粮仓，更装满“钱袋子”。

藏粮于种，笑闻碗间稻香飘。吃饭的家伙要牢牢握在中国人
自己手中。在粮食生产上，种子是源，产量是泉，未有源头
活水来，就未有活力之泉。目前，我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在
百分之九十六以上，水稻、小麦、大豆全部使用自主品种，
基本做到中国种中国粮。但同时在一些品种、领域跟国际发



达国家相比还有短板和弱项，因此广大党员干部要带头起表
率作用，牟足劲、精奋进，要有“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
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的精神和攻破“卡脖子”技
术的干劲去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同时，还应将生产、
加工、销售、技术服务和产学研用相结合，完善种业产业链，
早日实现“禾下乘凉梦”。

藏粮于库，仓廪充实底气足。“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
俱丰实”，国库和粮农户仓装满粮食是愿景，是目标，更是
行动指南。粮农仓丰实稳的是小家，护的是人心，保的是平
稳;国库丰实稳得是“大家”，护的是天下，天下安则社稷稳。
仓库需装满粮食，更需装好粮食，“装好粮”需奋战在一线
的粮食守护者们，特别是党员干部们要以身作则，怀揣一
颗“定心”，以“钉钉子”精神研发和改进粮情智能检测系
统、储存系统和运输系统，用高科技为仓库存储保驾护航，
护好手里的每一粒粮。

藏粮于民，乐传社会风尚浓。在全社会营造厉行节约之风，
坚决杜绝浪费。“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节约粮食是
中国永不过时的传统美德。光盘行动提倡鼓励大家“珍惜粮
食，拒绝浪费”，有力改善了社会上粮食浪费的现象，很多
人增强了节约粮食的观念，但身边浪费粮食的现象仍时有发
生。节约粮食任重道远，我们应该从娃娃抓起，从一餐一饭
抓起。大力倡导良好家风，父母多引导孩子;完善学校相关制
度，开展主题班会等各类活动，形成“节约粮食，拒绝浪
费”的良好风气;加强社会的监督，共同作用，形成闭环式管
理，从根本上杜绝产生粮食浪费的现象，让“节约粮食，反
对浪费”的好习惯在一代一代人中蔚然成风，从而保障粮食
安全。

保障粮食安全的中国策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二

心怀“国之大者”确保“粮食安全”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稳定，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愈加夯实。作为新时代基层干部，
自当始终牢记国家粮食安全这个“国之大者”，更加热爱新
时代“三农”工作，钻研“三农”理论知识、提升“三农”
工作水平、创新“三农”工作方法，团结带领广大种粮大户
在敬业奉献、精益求精、敢闯敢试中为“粮食安全”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在“敬业奉献”中确保“粮食安全”。中华民族历来有“敬
业乐群”“忠于职守”的传统，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主张
人的一生始终要“执事敬”。众所周知，“三农”工作“多、
繁、杂、忙、细”，一些年轻干部刚走上基层工作岗位，或
者在基层时间久了就会出现浮躁、埋怨、当“逃兵”等现象。
因此，只有广大基层干部对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怀有挚
爱之心，从事即十分热爱党的“三农”事业，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才能全身心投入到新时代“三农”工作中去，发扬
默默无闻、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全心全意服务“三农”，
持续为推动新时代党的“三农”事业特别是国家粮食安全高
质量发展集聚强大正能量。

在“精益求精”中确保“粮食安全”。“三农”工作也是政
治性、时代性、专业性等很强的工作，不仅要掌握日常
的“三农”业务工作，还要及时掌握党中央关于“三农”工
作的新思想、新政策、新要求等。正所谓“艺痴者技必良”，
广大基层干部只有像“金刚石”那般，在实践的熔炉中不断
打磨、锻造自己，努力做到精益求精，才能成为新时代党
的“三农”工作的“行家里手”;才能在新时代“三农”工作
中厚积薄发，在平常时期“看得出”、关键时刻“站得出”、
危难时刻“豁得出”，时刻为推动新时代党的“三农”事业
特别是守好国家粮食安全站好岗、尽好责。

在“敢闯敢试”中确保“粮食安全”。我国大力实施“两
藏”战略，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紧紧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
要害，夯实粮食生产物质基础，粮食产能稳定提升，产量连



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10年再上一个千亿斤新台
阶，2021年产量创历史新高，达到13657亿斤，人均粮食占有
量达到483公斤，高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做到
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这一切没有一项不是在
敢闯敢试中助推完成的。在新的赶考路上，广大基层干部同
样也会面临诸多的新问题新挑战，唯有保持敢闯敢试的精气
神，在传承中大胆创新，迎难而上、攻坚克难，才能不断开
拓新时代“三农”工作新方法新举措，助推新时代党的“三
农”事业特别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进入新境界、取得新成效、
实现新突破。

保障粮食安全的中国策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三

9月22日，在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
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
挚慰问，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大政方
针和决策部署，强化粮食安全保障，稳住农业基本盘。广大
党员干部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推动科技创新、发扬节约
精神，切实保障粮食安全。

增强“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的忧患意识，实现藏粮于
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面对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
复杂变化，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全球经济危机、
疫情、气象灾害、部分地区战争等影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广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
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牢牢把握“悠悠万事，吃饭为
大”的硬道理，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
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要扎实开展撂荒地排查整治工作，
做到“摸清家底”，统筹利用撂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牢牢抓紧“中国粮袋”、端稳“中国饭碗”。要保护好耕地，
守住粮食“命根子”“生命线”，承担“保土”“管土”之
责，落实“田长制”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以“长牙
齿”的硬措施保护耕地，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



“非粮化”，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

推动“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科技创新，实现藏粮于
技。“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中国自古以来重
视农田水利、良种优化等农业技术科技的发明创造，古有李
冰父子修建都江堰灌溉蜀地万亩良田，今有袁隆平院士培育
推广超级杂交稻。实践证明，在耕地总量稳定的情况下，必
须靠科技支撑保障粮食增产。广大党员干部要大力推广先进
农业种植技术，推进粮食生产规模化、机械化和标准化，加
强重大病虫害防控及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充分发挥科学技术
在粮食生产中的作用，做到“向科技要粮”。要在粮食安全
领域建设一支具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等老一辈科技工
作者的“种子精神”人才队伍，选拔一批耐得住寂寞、受得
住诱惑、“十年磨一剑”的科技人才到基层服务、“传经送
宝”，推动粮食作物种植优质高效发展。

发扬“日储一勺米，千日一石粮”的节约精神，实现藏粮于
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
人生中最早接触到的古诗句之一。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
恒的课题。要让节约粮食在全社会蔚然成风，采取有效措施，
建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浪费粮食行为，推动建设节约型社
会。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深入开展“光盘”等粮食节约
行动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主题活动，把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挺在前面，珍惜一箪食、一瓢饮，增强节约意识，引导全民
参与节约粮食。要从餐桌抓起，从大学食堂和各个单位食堂、
餐饮业抓起，从幼儿园、托儿所以及各级各类学校抓起，从
每个家庭抓起，特别是党员干部应当思一粥一饭来之不易，
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厉行节俭，争做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的先锋，杜绝“舌尖上的浪费”，同心守护“中国粮
仓”。



保障粮食安全的中国策形势与政策论文篇四

“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粮食安全是事关人类生
存的根本性问题。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本。一直以来，粮
食安全始终是心之所系。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
是真理，因此各地要主动挑起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重任，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藏粮于策，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
候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行稳致远走好
粮食安全路。

定下耕地“硬规矩”，藏粮于地不退让。“耕地是粮食生产
的命根子。”早在2013年，就强调要像保护大熊猫那样保护
耕地。耕地问题事关国家粮食安全，事关社会稳定和国家长
治久安。我国虽然坐拥960万平方公里，18亿亩耕地面积，但
同14亿人口的需求一比，依旧是稀缺资源。应当看到，保护
耕地是保证粮食产量的最直接方法，各地要积极贯彻党中央
部署，坚持“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加强高标
准农田建设，坚定不移提高标准、抓稳质量，真正实现旱涝
保收、高产稳产。采取“铁手腕”开展工作，严格落实耕地
保护制度，加大耕地执法监督力度，对任何违法违规占用耕
地的行为坚决不留情面，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
止“非粮化”。广泛宣传相关法律法规，让保护耕地深入人
心，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失职渎职的，严肃追究责任。

提供科技“动力源”，藏粮于技不畏难。“稳产增产根本出
路在科技。”从杂交水稻到耐盐碱小麦，从大海之滨到沙漠
深处，科技创新让种子在更广阔的土地生根发芽。种子安全
与否、种源好坏，都会影响着粮食的产能和品质。因此为保
证主粮安全，并在此基础上减少对进口的依赖度，种源技术
显得至关重要。由于种子研发需要经历选种、育种、验证等
漫长步骤，这注定将是一场持久战与资源投入战，不能单纯
以经济效益来考量种业科技研发。因此各地要采用“政策输
血”与“资金输血”相结合的方法，加大技术的研发，大力
支持种业科技创新，不断进行良种培育，让科研单位没有经



费的后顾之忧。更好地实现科技种地、高效种地，增强种源
安全保障能力。始终保持危机感，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始终
保持紧迫感，不断突破技术新高，守护好种子安全这份农
业“振兴之宝”。

签订行动“军令状”，藏粮于策不放松。“粮食安全要实行
党政同责。”粮食不是一般的商品，围绕粮食安全，该有的
责任必须扛起来，保障粮食安全是各地必须承担的政治责任。
因此要打好“政策牌”，坚决杜绝“只想吃饭不想种粮、只
想吃肉不想养猪”的错误思想，严格落实中央相关粮食政策
要求，在政策保障上将粮食安全融入政策制度中，健全完善
粮食安全责任制及其监督考核机制，抓好各领域监管工作，
采取数字、信息等技术对耕地进行动态跟踪监测、研判，切
实保证耕地总量不减少、粮食总体播种面积不降低。要维护
粮食市场价格，确保粮食质量稳定。要抓准时机不误农时，
在疫情防控期间对农民下田、外出农民返乡务农开辟“绿色
通道”，助力春耕秋收、农资农机调运。不断提高农民种粮
务农积极性，加强种粮农民补贴，提升收储调控能力，坚持
完善最低收购价政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让“大国粮仓”的根基更实、民心
更稳。

保障粮食安全的中国策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五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粮食节约行动方
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牢牢守护14亿人的“舌尖安全”是重中之重。根据最新农情
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完成九成，今年粮食丰收已成大局，
粮食产量连续七年保持在1.3万斤以上，实现了粮食生产十八
年连续丰收。“丰绩”背后我们也应看到，受资源环境、耕
地面积、耕地质量以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影响，



粮食安全风险依然存在，粮食供求长期处于紧平衡状
态，“安不忘危”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底线，打通“农田
丰收”到“舌尖无忧”的最后一公里，关键要做
好“增”“减”“转”三篇文章。

增产量。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必须牢牢掌握主
动权，坚持不懈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才能稳
稳端牢我们手中的“饭碗”。一方面，要严守耕地红线，坚
决防止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避免土地“荒芜
化”，有效落实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保护
举措，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另一方面，要突破
农业“种芯”瓶颈，一颗好种，千粒好粮，要突出科技创新
硬支撑，集中资源优势推进“好种”迈向“优种”、“优
种”迈向“强种”，打造种业创新高地，实现农业科技自立
自强。

减损耗。粮食安全是事关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减少粮食
损耗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粮食减损首要制度保障，
随着《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
等修订实施，节粮减损从“自律”进入“他律”，粮食减损
治理法治化逐步深入，为粮食减损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其
次，粮食需强化全链条管控，紧盯粮食生产、储存、运输、
加工、消费等各环节，通过生产源头管控、储运过程减损、
加工水平提升、消费终端节俭等系统推进，构建“产储运加
销”全链条减损体系，进而实现粮食兴、产业旺、餐桌丰、
生活美。

转观念。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我们党的百年不懈奋斗，解决了千百年困扰中国的温饱问题，
实现从“吃不饱”到“吃得饱”再到“吃得好”的历史性转
变，靠的是我们党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国之大者”牢牢把
握，靠的是我们党始终把勤俭节约作为“传家之宝”。今天，
我们的生活水平高了、钱袋鼓了、日子好了，但“传家宝”
始终不能丢，要把节约传统转化为思想自律、行动自觉，切



实转变“过度追求细粮和菜越多越好客”的旧观念，适
应“n-1”点餐、小份菜、“光盘”族、“素食”者等新潮流，
用实际行动将“滴水成河、粒米成箩”的节约美德代代相传。

大国粮仓稳，国家根基牢。粮食安全事关国家安全大局，关
系民生福祉。任何时候对待粮食安全都须保持居安思危之谨
慎、自力更生之自强、勤俭节约之美德，全社会共同“起而
行之”，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更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