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粮食安全心得体会感想(精选5篇)
心得体会是个人在经历某种事物、活动或事件后，通过思考、
总结和反思，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感悟。好的心得体会对于我
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下面是小编
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粮食安全心得体会感想精选篇一

镇成立粮食生产工作领导小组，由任政委，任组长，任副政
委，任副组长，任常务副组长，财政所、农技推广中心、水
管站、华一水库管理所、综合文化站、工商所为成员单位，
下设办公室，农技推广中心主任为办公室主任，各村成立相
应组织机构，办点干部、支部书记为第一责任人，村委主任
为具体责任人。建立办点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组长包户
的工作机制，实行粮食生产问责制，按照“谁办点、谁负责、
问谁责”的原则，对没有完成粮食生产任务的办点干部、支
部书记、村委主任进行问责，村场实行“一票否决”，进一
步强化干部责任，督促粮食生产任务落到实处。

（一）压单扩双控直播，落实面积。各村与镇政府签订《20xx
年粮食生产责任状》，内容要做到“三无六统一”，即：无
一处抛荒、无一丘一季稻、无一亩直播、统一高产品种、统
一播种插秧、统一病虫防治、统一测土配方、统一水浆管理、
统一机整机收。

（二）严格考核，实行奖励。对各村粮食生产工作进行督查，
在5月、8月、10月分三次考核，实行奖励，粮食生产工作纳
入年终村场考核内容，对完成各项粮食生产任务的村场在全
镇经济工作大会上予以表彰。一是粮食生产先进村6个，每村
奖金20xx元。评选条件是所有宜粮田必须100%种植粮食，所
有粮田必须100%种植双季稻，严禁直播，双季稻亩产1000公



斤以上。二是种粮大户先进奖。每户奖励500元，评选条件是
粮食播种面积在50亩以上、100%种植双季稻、平均亩产1000
公斤以上。三是干部年终考核设绩效奖。年终被评为先进的
村场，村支部书记绩效奖金1500元，村委主任为1350元，其
他支村委1200元，镇办点干部600元；评为合格的村场村支部
书记绩效奖金1000元，村委主任为900元，其他支村委800元，
镇办点干部400元；被评为不合格的村场，村干部、办点干部
取消绩效奖金。

（一）加大宣传引导。各村要利用标语、横幅、公开信、广
播会、户主会等形式，积极加大宣传力度，调动农民种粮积
极性，促进粮食生产发展。

（二）落实惠农政策。今年粮食补贴标准将在20xx年的基础
上有所提高，加大双季稻补贴，降低一季稻补贴，各村要遵循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切实按照“有种有补、没种
不补，谁种谁补、种后补贴”的要求，把各项补贴及时兑付
到种粮农民手中，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三）加强部门配合。各村、水管站、华一水库管理所要认
真宣传中央1号文件精神，争取专项资金，加大水利基础设施
建设，一事一议奖励补助资金向粮食村场重点倾斜，充分发
挥群众参与，提高粮食生产设施水平和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
工商所要开展农资打假活动，稳定农资价格。农技部门要搞
好技术服务，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农技推广中心要认真落
实农机补贴政策，推广新型农机机具。完善农业保险制度，
要加强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宣传工作，动员和引导农户积极
投保并按规定缴纳保费，实行应保尽保鼓励粮食专业合作组
织为其成员统一投保，提高种粮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一）搞好区域布局

立足我镇实际，全镇将着力打造以村为中心的四大核心板块，
以s306、s202、华一线为一体的三大粮食示范带，其他村场也



相应建立千亩双季稻高产示范片，通过核心板块，带动示范
片建设，通过示范片建设，辐射全镇，确保全镇粮食生产上
台阶。

（二）搞好早稻集中育秧

1、在s306、s202、华一线、沿线12个村场每村在主干公路上
开展一定面积的集中育秧。经验收合格，每20xx个盘子
奖1000元，每亩提供壮秧剂1包，每亩提供软盘80个。

2、各村要搞好集中育秧面积的落实，要选好点，并要建立好
台账，签订合同落实责任人。

（三）开展水稻专业化防治

水稻专业防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重点，各村要早动手、早部
署，粮食生产核心村场必须保证专业防治面积80%以上。

1、示范推广品种。重点推广湘早籼45号、株两优819、晚稻
重点推广丰源优299、岳优9113等品种。

2、普及软盘育秧，推广集成育秧，严控水稻直播。

水稻直播是落后粗放的栽培方式，生产风险大，死苗严重，
普及软盘育秧，增加软盘个数，早、晚稻不少于100个。大力
推广良种良法种植，改稀植为密植，改密播为稀播，改迟播
为适播，杜绝早、晚稻直播。

3、大力开展测土配方施肥。

确保测土配方不漏户，不漏丘。

4、普及农业机械化水平



继续做好水稻机耕、机插、机收的推广工作，搞好板块的机
械化插秧示范工作，力争全镇机械化水平在80%以上。

5、加强农业技术服务。

农技推广中心每周星期一定期召开农业生产广播会，充分利用
“农情”和“病虫防治通知单”两刊，搞好农业生产指导，
根据农时特点有针对性开展粮食生产技术职能培训，全年培
训农户1000户。

粮食安全心得体会感想精选篇二

节约粮食也是一种美德，尤其是我们学生最需要去培养的。
这一次就我学校要求学生节约粮食来谈谈我的体会。

这次学校没有要求我们节约粮食之前，我看到的是到处浪费
的行为，尤其是食堂吃饭浪费的最多。都说粮食得之不易，
从种子到发芽到长大到成熟，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是在生活中真正去做到珍惜的却
很少。如果不是这次学校对我要节约粮食的要求，大概还会
继续浪费很多的粮食。以往在食堂吃饭的同学，都是大得多
吃得少，一般都是会倒掉的，很少有人去真正的做到光盘，
就连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所以说说的简单，做起来难得多。

这次学校在食堂内贴了很多的关于节约粮食的标语，食堂阿
姨也是被叮嘱了的。在通知我们要节约后，我们在食堂打饭，
阿姨都会跟我们说吃多少，就打多少的饭菜，不够再去向她
添加。实际上这措施是不好实施的，学生会觉得自己权益被
侵犯了，会觉得学校是故意不让他们吃饭似的。因此我在观
察了一段时间后，包括自己也按照学校要求去做的时候，是
有些不习惯的。但是于我来说，其实还算好的额，毕竟我本
身吃的也不多，少给我大一点，刚刚好，只是有一点不太习
惯这样而已。



在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一段时间后，我发现除了前期大家很难
适应后，后面同学们也都努力去适应了，开始知道要去节约
粮食，也懂得节约的好处了。毕竟当他们没有吃饱的时候，
阿姨是会再给他们添饭的，完全不会影响他们的温饱。只是
大家原来都习惯了浪费，还没有把节约意识建立起来，因而
没有办法短期内得到适应。但是看着越来越多的人在努力应
学校这个要求去做，浪费的现象还是得到了缓解的，没有像
以前那样严重。虽然还是会有，但是不可避免，毕竟实施的
时间不长，那些为了告诫对大家不要浪费粮食的标语还没能
深入人心，大家自然这种意识也就不强，还有待提升。不过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加长，大家一定会培养起这个习惯和意识，
一定会配合学校做好节约粮食的行动，也一定可以真正的做
到节约。通过这样大的一个措施，也让我明白节约粮食是我
们大家必须要去做到的，因为这样生活才会越来越好。

今天，我刚吃完饭，从食堂出来，看到一个小男孩拿着一个
包子，咬了一口，随手就扔了，我见此情景就赶紧跑了过去，
要劝劝那个小男孩。“小朋友，你是几年级的啊？”“我是
四年级的，你要干什么呀？”“你不应该把没吃完的包子扔
掉呀！因为那是粮食呀！”“我想扔就扔，不用你
管！”“你这么说就错了，因为那都是农民们脸朝黄土背朝
天，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我吃饱了，再吃就吐了。再说
了我扔包子关你什么事，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这
么说就错了，粮食的用处可大了，俗话说，‘人是铁，饭是
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粮食除了可以吃，还可以做酒，制
做味精。如果钱是宝，粮食就是宝中宝。

通过这件事我体会到了现在的人太浪费了，我也做过这样的
事情，比如说有了一个东西再买，再买的东西就故意弄坏了。
我以后一定要改掉这个坏毛病，不再浪费东西了！



粮食安全心得体会感想精选篇三

近期单位组织观看了翟鸿燊教授的国学大智慧系列讲座，翟
教授从直观的层面告诉我们要善于沟通、要有包容心、要善
于学习等等。通过这段时间的观看，使我对儒家思想和道教
文化相结合的国学文化有了一些浅薄的认识，也得到了一些
有益的启示。按孔子的行为标准行事做人，能培养人的人格
魅力，提高人生的思想境界。本人结合工作实践，谈谈以下
几点体会。

一、加强沟通，努力创造和谐工作环境。

家庭要幸福，家人应和气，每个人都会给周围的环境带来影
响，所以作为学校的一员，一定要注意沟通、团结、齐心协
力。单位要培养教职工间的融洽关系，精诚合作、加强沟通
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加强沟通才能使工作更顺利。结合实际，
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因为沟通不畅导致的误会
和低效。比如，有时因为几个措词的不当，导致工作不顺利
甚至造成口角;有时因为一个问题困扰很久，哪知道能解决问
题的人就在自己身边。这些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因为缺乏沟
通，缺乏对同事的了解。所以说，要想创造和谐工作环境，
必须学会沟通。有一个和谐的环境，才能提高个人业务水平，
提高团队能力，从而提高单位竞争力。翟教授告诉我们只要
沟通能力强了，什么事都不会难。

二、学会认同，要充分肯定别人的工作。

“你看待别人的想法会影响对方后面的行为。”翟教授很是
幽默，例举在营销过程中当客户对产品产生歧义时，作为一
名优秀的营销人员首先要做的就是和客户保持认同感，多
说“是的”。在首先认同的同时再用语言巧妙的进行赘
释。“是的，你的眼光很独特，很懂的欣赏，如果我们下次
再做产品包装时，可否能请你做我们的顾问。”“是的，我
们产品的价格是高，它就是专门为像你一样有眼光，有品位



的人准备的。”是的，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每一个人都很希
望得到周围人的认同，认识的或者陌生的，以证明自己存在
的价值。翟教授所说的认同不是一种盲目的认同，在认同的
同时还需要一个赘释。在实际工作中，这种首先认同的方法
很是需要，领导要肯定下属的工作，同事之间的工作配合也
要需要得到认同。一句认同的话，会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加
深同事之间友谊，促进员工协作精神，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三 、学以致用，坚持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

翟教授说：“知识是学出来的，能力是练出来的，能量是修
出来的，智慧是悟出来的。所以，我们应该树立终身学习的
意识，“学然后知不足”，把这次学习作为一个新的起点和
新的开端，激发前进的动力，要在“三学”上下功夫，亟需
知识先学、修身知识常学、本职业务精学。学习要深入，运
用科学的思维方式，进行经常性的理性思考，善于把问题看
透彻一些、分析得更深一些、更清晰一些、更全面一些和更
广一些。

对于我来讲，翟老师的很多深刻精辟语句理解的还不够透彻，
我会在日后工作中慢慢体会理解。从这一刻起，把所学的知
识结合到日常生活和行为习惯当中去，形成自己的格局素质，
是我进一步学习、理解、感悟追求的方向，也从这一刻起我
告诉自己一定要改变自己。

粮食安全心得体会感想精选篇四

在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我非常不注意节约粮食。我每天吃饭
都剩下许多白花花的米饭在桌子上，在碗里。

过不了几天，我剩下的米饭居然差不多有一碗那么多。妈妈
看见我这样浪费粮食，决定在星期天带我去田野里走一走，
看一看，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



到了星期天，我正要去拉车去田野时，妈妈说：“宝宝，车
子坏了，我们只好走着去了。”一路上，猛烈的阳光像一团
大火一样，让我感到非常的闷热，豆大的汗珠不断地从额头
上渗出来。

田野一片绿色，就像是一块一块绿色的大毯子铺在那里。在
这绿色的毯子上，有着许多人在忙碌地干着农活，有的在耙
田，有的在挑秧苗，有的……你瞧，那边一个三十多岁的农
民伯伯正在抛秧，他从一块奇特的板子上拿出翠绿色的秧苗，
撒到田中，让它们自己成长。他每抛撒一把秧苗，手臂上的
汗珠都随着秧苗飞洒向田中。此外，还有一个农民婆婆在除
草，婆婆轻轻地弯下腰，用那洁净的双手去接触那肮脏的杂
草和污泥，虽然杂草除去了，却脏了自己洁净的双手。火似
的太阳照射在每个农民的后背上，汗珠湿透了他们每一个人
的衣服，每个农民从田里走出来，都是一身污泥一身臭汗。

回到家后，我想了又想，觉得自己以前这样浪费粮食真是太
不应该了，我下决心要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每一粒粮食。

粮食安全心得体会感想精选篇五

最近中央电视台连接报道了许多酒楼食堂的就餐人员，浪费
大量饭菜食品的专题调查。所展场景触目惊心，浪费粮食巨
大。为此，央视号召要大力提倡餐饮的“光盘行动”，减少
粮食食品的无效浪费，回归理性消费。

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关于粮食问题，我觉的太重要了。
全国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虽然连
续多年的粮食丰收，国家也储备了一定粮食。但我认为目前
仍然不能乐观。国家规定“粮食安全省长负责制”是十分正
确的。

双亲去世有些年了，还时时思念着，尤其是母亲对我们四个



子女的点点滴滴恩情今世难忘。小孙子四岁自已会独立吃饭，
每次吃饭时，桌上地下都撒有不少饭粒。碗里往往还有半碗
饭就不吃了。这时我会毫不犹豫地端起碗几口就把饭吃完了。
但是，每次都会得到儿媳的反对：“大人不能吃小孩的饭，
要折寿的，倒了这点饭不算什么！”真的不算什么？每当此
时，就会想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生活困难，粮食紧缺和母
亲的操劳。

1960年前后，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给刚有起色的国民经济带
来严重影响。不论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必须品都严重匱乏。
许多物资都凭证凭票限量供应。排队购买商品是司空见惯。
粮食供应更是如此。提倡“一干二稀”、“瓜菜代“。油脂、
蛋白质摄入量少，二个妹妹发生了浮肿。在母亲的偏心下，
有时我还可以吃上一个家养母鸡下的蛋，用米汤冲成蛋花吃。
虽然，没有发生浮肿，但天天的“菜煮饭”已经让人吃烦了。
母亲看在眼上，疼在心里。白菜、荠菜、萝卜和老南瓜轮换
煮着饭吃，以此来调节口味。一天中午放学回家，走到家门
口就闻到一阵阵的饭香。好似还夹着一丝丝的青香味。打开
饭甑一看，白花花的米饭如珍珠一般。顷刻食欲大增。我急
忙盛了一碗饭，放了点猪油，再倒入酱油拌和着就狼吞虎咽
地吃起来了。边吃边赞扬：松松散散的饭很是爽口好吃。但
又总感觉其中含有什么东西，便询问母亲。母亲喜悦地说放
了白萝卜一块蒸的。

原来母亲将洗净的白萝卜切成片再切成丝，又改刀成为米粒
般大小的萝卜丁，然后掺和在煮过的捞饭中，放入饭甑蒸熟。
我把母亲这种‘掺杂使假’做米饭的方法告诉了同学。他们
家都纷纷仿效，说节约了粮食又好吃。掺了白萝卜丁蒸的米
饭毕竟不如纯大米饭味正，时间一长也就觉得很乏味了。

那年秋收后，地处信江北岸沙洲地的傍罗乡，用收获的红薯
抵交粮食征购任务。粮食部门将红薯运到各个粮食供应站，
以每斤粮食指标折合6斤红薯，每人扣5斤粮食定量，供30斤
红薯的规定，搭售给全镇居民。母亲把买回来的二百多红薯。



一部分做成薯干片，是春节过年又甜又脆的传统食品。另外
大部分红薯则变着花样吃。或蒸红薯或放在稀饭中煮着吃。
那段时间集中供应红薯，家家户户都在食用红薯。欲话说：
一个红薯三个屁。坐在教室里上课，此起彼伏的放屁声往往
引来了一阵阵的笑声、责骂声。一天有个顽皮的同学在邻坐
同学放了一声屁后，忽然站起来大声地说：“老师，又放屁
了。”顷刻间引起哄堂大笑，老师很是尴尬。

样的正在长身体的“薄薄子”正是求知不得。这样的日子过
了不到一个月，不知哪位快嘴的人秉告了粮食局。一个电话
挂下来，不但制止不了这种吃饭不定量的用餐，站长受到批
评，而且还扣除当季全站人员的综合奖每人9元多钱。不要小
看这9元钱，在当时是一个人的月伙食费标准。

翻开中华民族厚重的史册，虽然也有过骄人的繁荣和昌盛，
但饥饿、灾荒几乎在每一页都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民以
食为天”，让老百姓吃饱饭是困扰中国政治家们几千年的一
个难题。西方有学者曾多次断言：中国存在一个长期难以解
决的问题，就是养活不了占世界近四分之一的人口。

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成功地解决了
这一难题。党确定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
针。广大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激活了农业
生产力，粮食及农副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解放后60年来，
我国的粮食产量以每年800多万吨的速度递增。粮食产量连续
跨过3亿吨，4亿吨和5亿吨三个台阶。总产量跃居世界首位，
人均粮食产量达400公斤左右，超过世界人均水平。联合国粮
农组织官员赞许说：一个可耕地面积只占世界7%的国家，养
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迹，也是世
界历史上的奇迹。对世界也是个贡献。

粮食专家袁隆平院士为我国的粮食安全作出了重大的突出贡
献。他发现和研究海南野生稻，并利用其优势，发明了三系
配套（不育系、恢复系、保持系）制种杂交水稻技术，以及



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种植，获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促
进了我国的粮食安全。

告别了短缺经济的中国老百姓正由“吃饱”向“吃好”过度。
市场各种物资相对富足，粮食多了，农民卖粮又难了。粮食
不抵价，农民有怨言。国家实行“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
保护了农民种粮的收入。粮食多了，国有粮食企业压库增支，
入不敷出，步履维艰。粮食少了不行是显而易见的。粮食多
了又不好却是一个新课题。由此还衍生出“奢侈浪费有理”。
说什么可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搞活经济，是贡献之举。
于是乎有花数百上千的请吃，一桌酒席饭菜剩一大半。大桶
大桶的菜饭，或成了喂猪的泔水，或直接倒进了下水道。这
种消费不是浪费吗！于个人讲，空耗了金钱、牺牲了自已的
劳动果实。从大局讲：无意义的空耗资源等于是加重了大自
然有限资源的消耗，也有悖于“勤俭持家，勤俭建国”我们
中华民族的传统德。我们应牢记“两个务必”，没有理由奢
侈浪费，穷耗资源，提倡积极的适度的消费，节能降耗，低
碳生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我们正确的选择。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应该以减少粮食种植面积为目标。否则
容易造成粮食生产波动，一时粮价节节上升，供求一度似乎
偏紧。一时又谷残伤农，挫伤农民种粮积极性。因此，国家
粮食生产始终得到各级领导重视，既有“粮食收购最低保护
价”，又有“耕地面积保护红线”，确保粮田面积不减少。
同时涉农费税全免，减轻农民负担，还有39项涉农补贴。农
民种粮的积极性又上来了。难怪乡下的外甥告诉我，他不再
东奔西跑外出打工了，回家种田再搞些养殖，全年经济收入
一样不低，又能照顾家庭。真是适逢其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