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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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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粮食安全中国策论文篇一

四川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2019年，我州粮食仓储安全工作在省局的业务指导和州发改
委的领导下，认真按照省局关于仓储安全管理工作的要求，
狠抓省、州储备粮监督检查和推陈储新，强化仓储设施建设
及监管，积极开展仓储规范化管理，确保了省、州储备粮数
量真实，质量符合要求，管理规范，储粮安全。现总结如下:

一、推进粮仓建设进度，确保项目落地落实

（一）全州粮库智能化升级建设推进情况。按照“统筹规划，
分步实施，整体推进”的原则，我州粮库智能化在项目立项、
资料申报、方案审核、招标文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确保
招标工作的顺利开展。收集全州《省级平台数字证书注册表》
和《省级平台功能权限分配统计表》。协调配合建设单位做
好全州粮库智能化升级项目的建设工作，现已完成了设备的
安装，进入数据对接阶段，预计在2020年5月份前全面完成项
目的建设任务。

（二）低温储备库建设有序开展。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四
川省财政厅下达（康定国家粮食局储备库、道孚、德格、白
玉、理塘）五个县2018年粮食低温储备库专项建设投资计划



共580.5万元，该项目正在有序开展，预计2020年6月底前建
成并投入使用。

（三）粮食仓储设施维修改造开展情况。由于我州仓库年久
失修，存在漏雨、围墙和堡坎倒塌、电线老化、消防设施不
全等现象。在县发改局、国有购销企业财政拮据的情况下，
自筹资金维修了仓库、加固围墙、大门、翻瓦、购买消防设
备等。康定、九龙、炉霍、色达、石渠、乡城六县申报
到2019年州级粮食仓库维修项目建设专项资金80万元，用于
仓库设施的维修改造。有效地改善我州仓库的储粮条件，保
证了粮食安全。

（四）加强质检体系建设，确保“优质粮食工程”有序推进。
按照《四川省“优质粮食工程”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体系
项目建设管理办法》要求，2018年省上拨付给康定市粮食购
销公司“优质粮食工程”的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体系建设
项目建设资金400万元。该项目已竣工验收。

2019年州质检站、甘孜县、稻城县粮食购销公司申报到“优
质粮食工程”的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体系建设项目中央补
助资金1100万元。项目的实施方案经省财政厅、省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联合专家组评审原则通过，明年开工建设。

二、强化仓储基础管理，确保储粮（油）安全

（一）扎实开展全国政策性粮食库存数量和质量大清查。按
照国家、省政策性粮食库存数量和质量大清查相关要求，成
立了州、县（市）政策性粮食库存数量和质量大清查工作协
调小组；开展了大清查业务师资培训；落实工作经费187.22
万元，其中州本级政府补贴21.5万元，各县（市）政府补
贴165.72万元；5月6日-20日对全州19个国有粮食购销企业56
个站（点）的政策性粮食库存数量和质量开展大清查普查。
通过检查，全州18个县（市）19个粮食购销企业总体情况良
好，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规范，风险防控措施有力，隐患排查



机制健全，应急预案完善，质量符合要求。

为全面掌握全州粮食质量状况，更好地指导粮食收购、库存
管理，加强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及时发现粮食质量安全隐患，
今年我州完成粮油样品检验检测106个，其中大清查抽查21个，
检测结果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要求。

（二）规范管理，提升仓储管理能力。一是为进一步提升企
业仓储工作规范化管理水平，不断夯实企业储粮安全保障能
力和提高仓储管理综合实力，我州结合实际制定了《甘孜州
粮食行业仓储管理能力提升行动方案》，转发省粮食局《关
于进一步做好仓储管理工作的通知》。各县（市）发改局采
取会议、简报等行之有效的措施和途径，把开展提升行动的
指导思想、工作目标、主要任务和时序安排等及时传达到粮
食购销企业的每一个职工，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和工作
计划。二是以深入落实“一规定两守则”为抓手，以绿色低
温储粮技术为重点，健全完善仓储和安全管理工作各项制度，
账、表、卡制度，强化设施管理和维护，加强粮油质量监测。
认真做好粮情记录，坚持粮情检查制度，坚持科学储粮，全
年无事故发生。三是切实加强粮食保管工作监督检查，积极
推进粮食仓储检查工作常态化。督促储粮企业坚持每月定期
汇查制度，同时适时开展专项检查，积极促进企业及时解决
粮食保管中出现的问题，实现粮情检查常态化，确保储粮始
终处于安全状态。四是有效开展粮食科技宣传活动。以粮食
科技活动周、世界粮食日和爱粮节粮宣传周活动为契机，加
大对粮食应急预案、应急管理知识等的宣传普及。通过发放
宣传单、宣讲粮油知识等多种形式向广大市民倡导均衡膳食、
谷物优先、粗细搭配的科学饮食营养观念，提供了科学储粮、
科学膳食、爱粮节粮等科技服务，深受市民欢迎。

三、明确责任分工，确保安全生产持续稳定

一是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
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州发改委和省粮食局签订了《安



全生产管理责任书》，与各县（市）发改局及康定国家粮食
储备库，签订了《安全生产责任书》。层层落实了安全生产
责任，依法履行行业安全监管职责，全力督促企业落实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二是认真学习贯彻“一规定两守则”，层层
传导压力，层层压实“两个安全”责任，增强全员安全生产
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三是加强各法定假期、汛期、维稳、
冬季雪灾等重点时段的粮食供应、安全生产等管理。做到早
安排、早部署、早预防，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登记、交
接班和信息报送制度，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各类可
能存在的风险隐患明确责任人和监控人，形成统一指挥、反
应灵敏、功能齐全、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

保障粮食安全中国策论文篇二

本年10月16日是第x个国际粮食日，依照自治区粮食局等4部
分关于印发20xx年全区国际粮食日和爱粮节粮宣扬周活动作
业计划的告诉要求，我局协谐和合作市农牧局、团委、妇联
等部分环绕“节省一粒粮，我们在举动”的活动主题，安排
展开了“家庭在举动”、“青少年在举动”、“企业在举
动”等节粮系列活动，共规划制作爱粮节粮图片展板40余块，
发放各种节粮手册x余份，印制节粮宣扬袋x个，收集节粮小
窍门20条，安排70余名学生参加x爱粮节粮教育社会实践基地
敞开日活动，搜集爱粮节粮征文数量x余篇，评选20名大学
生“光盘标兵”，参加节粮宣扬作业人员x多人次，获益人群
达2万余人，发放精品小包装粮油3千多份。爱粮节粮活动的
展开，为宣扬节粮与健康常识，培育科学粮食认识，发动全
社会力气一起参加削减粮食损失和糟蹋起到了活跃效果。

为搞好这次宣扬周活动，我局仔细拟定活动计划，对活动周
内容、方式、时刻都做出了统一安排。一起在人员、经费上
予以大力支持。及时规划制作爱粮节粮图片展板，编印宣扬
袋和宣扬材料，预备小包装粮油，有力确保了这次宣扬周活
动的顺利展开。



我局活跃主动与市农牧局、团委、妇联洽谈，周密安排布置，
一方面从各部分抽调人员联合展开国际粮食日广场宣扬活动，
联合去校园、社区发放宣扬材料；另一方面各部分结合各自
作业实践，在校园、企业、妇联展开节粮宣扬活动。

宣扬周期间，咱们经过多种方式展开爱粮节粮宣扬。

保障粮食安全中国策论文篇三

有一天，我们全家围着桌子吃晚饭。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吃饭，
谈论家庭事务。突然，我的一个朋友让我晚饭后出去玩。我
答应后马上吃完。为了出去玩，我吃得很快。饭碗旁边有很
多米粒，数不清有多少米粒。

爷爷坐在我对面。爷爷是个干净的人。爷爷看到我饭碗旁边
的米粒，严肃地盯着我，让我捡起桌子上的米粒。我觉得很
脏。我不高兴地说：桌子上的米饭有多脏！叫人怎么吃？此
外，我不是故意把它放在桌子上的。爷爷说：老师没教你
《慈农》这首诗吗？粮食是农民叔叔在炎热的天气里辛辛苦
苦种出来的，粮食是农民叔叔的汗水和鲜血。你愿意看着农
民叔叔的汗水和鲜血白费吗？”

我哑口无言，爷爷接着告诉我：小时候连饭都吃不下，每天
都吃不饱，穿不暖。现在你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浪费食物
吗？你能辜负农民叔叔的劳动成果吗？听了爷爷的话，我的
脸有点红。我赶紧把掉在桌子上的‘米饭吃进肚子里。虽然
有点脏，但我还是吃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我知道米饭不能浪费。这是农民叔
叔用汗水和鲜血换来的。我不应该是一个浪费食物和珍惜食
物的孩子。



保障粮食安全中国策论文篇四

不错，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早已解决了旧中国几千年没法解决的人民吃饭问题。我
们应该为之自豪！可是，透过下面的数字，我们也应该看到，
沉重的人口包袱不仅使吃饭成为一个大问题，而且也影响着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

有这么一组数据。2000年我国谷物、棉花，肉类的产量均占
世界第一位。可是按人口平均，人均有粮食仅362公斤，比世
界平均水平还低，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的国家。更令人感慨
的是，新中国的今天不是比一千多年前的唐宋王朝不知多了
多少倍吗？可是由于人口猛增，人均占有粮食竟比唐宋时代
还少了200多公斤。

有人打过这样一个比方，12亿人口的嘴加在一起，比世界上
最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还要大。这真是一张大嘴！光是每
年新增加的一千五百万人就要吃50亿公斤的粮食！所以，增
产粮食，节约粮食，对我们的国家更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保障粮食安全中国策论文篇五

有一次吃饭，我感到饭菜很不好吃，刚进嘴里就吐了出来，
弄得满地满桌子都是掉落的饭菜。爸爸见了我这样，很是生
气，质问我说：“明明，你知道我们碗里的饭菜从哪儿来的
吗?”“从田地里种出来的呗。”我满不在乎地说。“你不知
道农民伯伯多么辛苦才种出来的粮食吗?”我摇摇头。于是，
爸爸决定周末带着我去农村，看看农民伯伯是怎样种地的。

在一个烈日炎炎的午后，爸爸带我来到了农村的田地里，我
看到一位五十多岁的老爷爷在拿着锄头吃力地锄着草，已经
汗流浃背，上衣已经湿透了，喘不过气来。我想：农民伯伯
真是辛苦啊!能在这样烈日炎炎的天气下干如此劳累的活儿，



真不容易呀!老爷爷把杂草清理的是那么干净，在看看他那双
长期劳作的手，早已成了黑黝黝的，结满了厚厚的老茧，这
时我才真切地感觉到我们的粮食饭菜真的来之不易啊!对自己
以往浪费粮食的行为倍感愧疚。

我们全球有五十亿人口，我国就有十多亿人口。一人一碗饭
世界全球都要吃五十亿碗饭，但我们农村里的田地正急剧地
减少，一片片良田正变成高楼大厦，供我们食用的粮食也正
逐年减少。如果我们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粮食，那么一天就可
以节约五十亿粒粮食，可以去帮助那些因为贫穷、自然灾害
等原因正在挨饿的人们免受饥饿之苦。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农民伯伯们为了粮食，冒着严寒酷暑，在田地里辛勤劳作，
从而我们才有粮食吃。每当我再望着香喷喷的米饭时，农民
那辛苦的背影总能在我眼前浮现，心中不由然想起这首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