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保障粮食安全的中国策心得体会
保障粮食安全的中国策形势与政策论

文(模板5篇)
当我们经历一段特殊的时刻，或者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时，
我们会通过反思和总结来获取心得体会。心得体会对于我们
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体会呢？下面我给大
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保障粮食安全的中国策心得体会篇一

熟话说：“民以食为天。”人类的生活离不开粮食，如今是
一个节约型社会，从我们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是相当有
必要的。一年级我们就学过《锄禾》，我们明白农民伯伯的
辛劳。

我们国家不知有多少人在挨饿，有多少人在为食物而烦脑。
我们应该贡献一份力量。当然不一定要去捐款，在生活中的
点滴小事就可以。每天吃饭不掉一粒米，好好珍惜粮食，保
证不浪费。哪怕一天节约一粒米，一年之后也有半碗米饭呀。

妈妈常常教导我，吃饭别掉米，吃完后也要把碗里的饭粒吃
干净。每次我刚放下筷子，迫不及待地要跑出去玩时，但背
后总是传来妈妈严肃的声音，叫我把碗里的米粒吃干净，还
意味深长的对我说一天少浪费几粒米，日久天长就能节省好
多米。这一粒米都是农民们辛苦劳动的成果，都是用血汗换
来的。在你吃饱的同时，还有好多人在挨饿呢。听了妈妈的
话我很惭愧，赶忙把碗里的饭粒吃干净了。

近年来，我们国家一些地区遭遇大旱。田地里的秧苗全都旱
死了，颗粒无收，连饮水都成了问题。还有汶川、玉树地区
发生了地震，房屋倒塌，吃住方面成了问题。作为同胞，我



们难道不要为他们贡献一点力量吗？我们全国大约有13亿多
人，每个人每天节约1粒米就可以解决灾区的同胞们挨饿的问
题。

让我们都贡献出一份力量吧，团结起来。让每一个人都开开
心心地生活在蓝天、白云、绿水、阳光下吧！

保障粮食安全的中国策心得体会篇二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要强。应加快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加快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构建粮
食产购储加销全产业链发展，形成大粮食、大产业、大市场、
大流通的高质量发展格局。应充分发挥储备和进口调节作用，
增强粮食宏观调控能力。

粮食事关国运民生，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党的_
报告提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这为我国粮食政策
指明了方向，给粮食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要全方
位系统性地审视和解决粮食安全面临的问题，锻长板、补短
板、强弱项，构建更高水平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为经济社
会发展筑牢底盘，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夯实基础。

党的_以来，我国全面加强粮食生产、储备、流通能力建设，
有效保障了14亿多人的粮食安全，但风险和挑战仍在。从国
际看，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纪疫情影响
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粮食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不确定
难预料因素增多，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
发生；从国内看，粮食生产还存在资源环境约束、结构性短
缺、区域性不平衡等矛盾。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
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全方位系统性地解决粮食安
全的问题，牢牢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有效应对重大风险考
验。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要强。加快农业强国建设，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科技兴农，推
动粮食生产从拼人力畜力拼资源拼环境拼消耗的粗放式生产
方式向可持续生产方式转变。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突出抓
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建设，补齐中国
式现代化短板。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突出抓住耕地
和种子两个关键，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
补偿机制，优化种植结构，加大南方生产地区粮食生产扶持
力度，着力破解粮食生产结构性、区域性等矛盾，确保粮食
产得出、供得上、供得优。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落实
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
活的需要。

针对粮食生产效益低、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应加快推进粮食
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深入实施优质
粮食工程，构建粮食产购储加销全产业链发展，形成大粮食、
大产业、大市场、大流通的高质量发展格局。例如，黑龙江、
河南、山东、安徽等主产区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
抓手，不断做大做强粮食产业，从“大粮仓”变身“大厨
房”，从粮食生产大省迈向粮食经济强省，促进区域经济发
展和乡村振兴，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针对粮食市场频繁波动等情况，应强化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
保障，充分发挥储备和进口调节作用，增强粮食宏观调控能
力。加快构建与大国地位相符的国家粮食储备体系，以储备
的确定性来应对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目前，我国推动形成了政府储备和企业社会责任储备有机结
合、互为补充的粮食储备格局，储备实力不断增强，储备布
局结构优化，严惩涉粮腐败，守护管好“大国粮仓”，确保
平时备得足、储得好，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增强全球
粮食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管理能力，推动粮食进口来源地和品
种多元化，确保粮食买得到、运得进。加强粮食宏观调控，
充分发挥粮食储备“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确保粮食
市场平稳运行，既要防止“谷贱伤民”，也要避免“米贵伤



民”，真正做到“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

我国粮食安全的蓝图已经绘就。只要坚定信心、笃行不怠，
党政同责、上下一心，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
己手中。

保障粮食安全的中国策心得体会篇三

食品安全一直倍受关注，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根本离不开食
品。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但又总一些人，让我们担心，我
们的食品是否安全，是否卫生。

最近的孔雀石绿、苏丹红等这些是已经被“消灭”了还有红
心鸭蛋等还没完全被解决的。不过就算它们现在已经给解决
了，可是我们还要担心“它们”还会不会在不就的将来卷土
重来呢?想到这里，我就不禁想到了在幕后不断“制造”这一
些危害人生安全的食品的人。于是我就发出了这样的疑惑这
些人是为了什么?我想还是为了一个字——钱，钱是魔鬼得意
的诱饵。因为钱，这世界上发生过多少次的谋杀、抢劫和盗
窃?谁能想到这么一张张的钱币，竟是想监狱和法庭输送罪犯的
“供应商”。

也就是因为了钱产生了：人工合成甜味剂(糖精钠、甜蜜素)
和防腐剂(苯甲酸钠、山梨酸钾)等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情况。
因此，我十分的想些人明不明白，他们的“产品”危害了多
少人?有许多的人因为吃了这些所谓的“卫生、安全食品”而
上吐下泻乃至丢了性命的!

不过，我想，除了批评那些只知道赚钱而不顾及他们身体健
康、安全的人以外，我们还要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

如：苹果过于的发亮说明苹果可能打过蜡。葡萄上的白斑过



多可能就是农药使用过量。

这些说明，防御食品中人为的添加化学物质、有害物质有些
是可是用肉眼或简单的方法检验出来的。

我们要关注食品安全，要为了我们的健康而努力，要为了我
们的文明而努力。

保障粮食安全的中国策心得体会篇四

同学们，还记得《悯农》中“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的诗句吗？千百年前的古人尚知粮食“粒粒皆辛苦”的来之
不易，可人类进化到了二十一世纪，浪费粮食的现象却随处
可见，是我们的生活太富足了吗？真令人惋惜痛心。

每天早上，上学路过的步行街口、栅栏旁、台阶上、垃圾桶
边，到处可见随手丢弃的没吃完的面包、油条和喝剩下的豆
浆，有从家里带来的，也有在街上买的，总之是五花八门、
应有尽有。看着满地的垃圾和同学们‘从容自如’地把食物
扔到地上的情景，我心里格外难受。虽然这只是个别现象，
但同学你想过没有，看似不经意的一个简单行为背后有多大
的危害？小至影响校区卫生，养成不好的生活习惯，大至浪
费粮食资源，破坏地球生态环境。后果真的很严重，简直不
堪设想！

少数同学如此严重地浪费粮食，可曾知道当今世界上有千万
人还在遭受饥饿的威胁？这是一个巨大而又恐怖的数字！在
一些贫穷国家，两人为了一截面包吵架乃至动手是再平常不
过的事了。为他们想想，你还忍心把大块大块的.食物随意丢
弃吗？生在福中不知福，不懂得珍惜粮食是多大的悲哀呀！
在轻易丢掉一份儿吃剩的或买来又不合口味的食物的同时，
我想你也丢弃了比食物更为重要的东西！

前些日子我和爸妈看到过一则新闻，感触颇深。记得像



是“小撒跑__”栏目的专题报道。讲的是在我国甘肃某某地，
住在大山里的孩子们在一所叫做“红板小学”的学校里读书
学习，这些孩子们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并且要翻过三四座
大山，步行二十多里崎岖山路去上课，到达学校门口时，带
着手电筒与之同行的记者阿姨已累得气喘嘘嘘、汗流浃背。
他们中午来不及赶回家吃午饭，学校又没有食堂，家庭条件
好一点的孩子自带午饭，不管凉热，好赖填饱肚子；条件不
好的，中午不带饭，就只有看着别的同学狼吞虎咽，一直坚
持到下午放学。看到他们饿着肚子仍旧专心致志、书声琅琅，
我的心中一阵阵酸楚，爸妈也泪满双眼。“红板小学”的同
学们觉得能吃上热乎乎的白米饭是一种奢望，是学校生活的
最高标准，能填饱肚子对他们来说已经很快乐、很知足了！

还有，在前不久发生的日本地震海啸灾难和利比亚内战事件
中，再次体现了粮食与食物的重要，使我深有感触。在从利
比亚和日本撤离过程中，许多华侨踏上飞机后的第一句话就
是：“能给我一些吃的吗？”食物意味着生存，关系到生命。

事情虽然过去一段时间了，“红板小学”的同学们之后也得
到了一些好心人的资助，可我心中至今仍牵挂着他们。对于
那些浪费粮食的学生来说，在随手丢弃没吃完食物的一刹那，
你应该感到脸红！

尊重自己，尊重劳动。珍惜粮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吧！

保障粮食安全的中国策心得体会篇五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抗疫情、抓春播，防
夏汛、抓田管，战旱情、保浇水，各地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成果来之不易，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把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
变化趋势，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大食物观的实践要求，对新



时代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食
物消费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践行大食物观，首先要树立大资源观。立足我国人多地少的
基本国情，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全方位、多途
径开发食物资源，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
渔、宜林则林，开发丰富多样的食物品种。向森林要食物，
发展木本粮油、森林食品；向草原要食物，推动草原畜牧业
集约化发展；向江河湖海要食物，稳定水产养殖，积极发展
远洋渔业，提高渔业发展质量；向设施农业要食物，探索发
展智慧农业、植物工厂，有效缓解我国农业资源的瓶颈约束。
从传统农作物和畜禽资源向更丰富的生物资源拓展，发展生
物科技、生物产业，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其
次要树立大农业观。坚持以粮食生产为基础，统筹粮经饲生
产，推动种养加一体，农林牧渔结合，促进农业供给体系结
构优化、高质高效，推动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
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第三要树
立大市场观。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断增强粮食和食物产业链供应
链韧性，全面提升粮食、肉类、蔬菜等各类食物保供能力和
水平；另一方面，进一步从战略上提升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的能力，畅通国内国际农业食品循环，提高农
业食品国际供应链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践行大食物观，需要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食品安全。
粮食安全是基础，必须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把中国人
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生态安全是底线，面向整个国
土资源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需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更加注重保护资源和环境，实现食物
资源开发和生产绿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食品安全是红线，
食物来源更加多元，对食品安全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坚持
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
问责，强化食品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吃得安全、吃得健
康。要加强战略布局、突出重点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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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好树立大食物观、践行大食物观，一定能为把饭碗牢牢端
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更有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