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形势与政策论文疫情下的中国方案
(优秀5篇)

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组织管理中，方案都是一种重要
的工具和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和问题，
实现个人和组织的发展目标。怎样写方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
呢？方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方案范
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形势与政策论文疫情下的中国方案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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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势与政策论文疫情下的中国方案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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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势与政策论文疫情下的中国方案篇三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办好农村的事情，关键在党。在
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党都始终高度重视、认真
对待、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始终牢牢掌握对农村工作的
领导权。

雁飞千里靠头雁。做好“三农”工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各级党委和党组织必须加强领导，汇聚起全党上下、社会各
方的强大力量。2019年党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
条例》，这是我们党历史上首部规范农村工作的专门党内法
规。条例把党管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细化成具体的规定，实
现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从制度机制上把加强党的领导落
实到了“三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各级党委要扛起政治
责任，坚持工业农业一起抓、坚持城市农村一起抓，把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以更大力度推动乡村振兴。
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要把主
要精力放在“三农”工作上，当好乡村振兴的“一线总指
挥”。县以上各级党委要发挥好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抓总、
统筹协调作用，健全议事协调、督查考核等机制。

“村看村、户看户、农民看支部”，“给钱给物，还要建个
好支部”。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关
键。无论农村社会结构如何变化，无论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如
何发育成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战斗堡
垒作用不能削弱。我们要扩大农村党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面，
加大培养青年党员力度，提高基层党组织为群众服务意识，
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宣传党



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
动改革发展等方面的战斗堡垒作用。

“三农”工作领域的领导干部要抓紧提高“三农”工作本领。
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要懂“三农”工作、会抓“三农”
工作，分管领导要真正成为“三农”工作的行家里手。认真
学习“三农”领域相关的专业知识，深入田间地头调查研究，
真正了解农民诉求和期盼，真心实意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
中的实际问题，推动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农村政策千条万条，最终都
得靠基层干部来落实。我国有几百万农村基层干部，常年风
里来雨里去，同农民直接打交道，是推动农村发展、维护社
会稳定的基本力量。对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政治上要信任，
工作上要依靠，生活上要关心。要完善农村基层干部选拔任
用制度，打造一支高素质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加大
从优秀村干部中考录乡镇公务员和乡镇领导干部力度，为加
强农村社会治理服务充实新生力量。建立稳定的村级组织运
转和基本公共服务经费保障制度，提高农村基层干部报酬待
遇和社会保障水平。加强农村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和监督管理
力度，引导他们提高为民服务本领、强化廉洁履职意识，为
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贡献力量。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
农民必须富。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
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今年将召开党
的_，做好“三农”工作、稳定“三农”这个基本盘，对于保
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具有特殊重要
意义。我们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守
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扎实有
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突出年度
性任务、针对性举措、实效性导向，推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形势与政策论文疫情下的中国方案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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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势与政策论文疫情下的中国方案篇五

经过8年持续奋斗，我们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
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
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一项重大任务。党的_报告中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概括，
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
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
其中，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总方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
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制度保障。我们要走好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持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让低收入
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共享发展成果，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
赶上来。

为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我们
党设立了二者的过渡期。对现有帮扶政策逐项分类优化调整，
合理把握调整节奏、力度、时限，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
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2021年是过渡期的
第一年，脱贫地区发展基础总体仍然比较薄弱，部分脱贫农
民存在返贫风险。

我们要坚决守住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不留空档，政策不留空白。健全
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对易返贫致贫人口实施常态
化监测，重点监测收入水平变化和“两不愁三保障”巩固情



况，继续精准施策。对脱贫地区产业帮扶还要继续，补上技
术、设施、营销等短板，促进产业提档升级。强化易地搬迁
后续扶持，多渠道促进就业，加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搞好社会管理，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

对脱贫地区来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是另起炉灶，而是要
接续推进农业农村发展。我们要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倾斜支持力度，抓紧完善和落实监测帮扶机制，加强产业和
就业帮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深入推进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
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扎实推进乡村建设，以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为抓手，立足现有村庄基础，重点加强普
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
逐步使农村具备基本现代生活条件。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迈进的历史关口，在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经完成的形势下，
在新冠疫情加剧世界动荡变革的特殊时刻，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需要
全党高度重视的一个关系大局的重大问题。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要完善政策
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
的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
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