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粮食安全形势分析 形势与政策粮食安全
论文(通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粮食安全形势分析篇一

小时候有一首诗，常常挂在我们嘴边，那就是《闵农》。那
时，不太懂事的我只觉得这首诗读起来朗朗上口，好玩趣味。
根本没有顾及，也没有想到《闵农》这首诗的含义和所表达
的思想感情。此刻，我渐渐的长大了，对诗意也有更深的认
识。渐渐明白了珍惜粮食的重要性。

有一次，我在家百无聊赖，嚷嚷着和爷爷一齐到田里去干活。
来到田里，娇嫩纤弱的小草在强烈的阳光下，无力的垂着头。
象一个困乏的孩子，再也不象以前那样生机勃勃。花儿好象
一个受到批评的小女孩，害羞的低下了头，失去了往日的光
彩。枝繁叶茂的大树被晒蔫了。我发现有许多农民伯伯已在
辛勤的劳动着，他们乌黑光亮的皮肤在田野里显得格外耀眼。
一会儿，我感觉十分无聊，便偷偷的走近爷爷，想看看他在
干什么，我蹑手蹑脚的走到他身边。一看，爷爷正在卖力的
锄着地，头上溢满了黄豆大的汗珠，都顾不上擦一擦。我心
里涌起了一阵阵波涛。原先，农民伯伯这么辛苦，以后我必
须不能浪费粮食，做一个懂得珍惜的好孩子。

在生活中，我们都是家里的小公主小皇帝，爸爸妈妈含在嘴
里怕化，捧在手心怕摔，要什么有什么，衣食无忧。只要自
我的孩子不肯吃，就会把那食物扔掉，陪着孩子到饭馆去吃
一顿。虽然我们此刻的生活越来越富裕了，但浪费粮食的现
象随处可见。在爷爷奶奶的童年里经常吃不饱穿不暖，连睡



觉的地方都成问题。所以，爷爷奶奶异常懂得珍惜，每次都
教育我，给我讲了许多他们那个年代的故事，我渐渐养成
了“光盘”的好习惯。

此刻的科技越来越发达了，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了，但人们
却越来越不懂得珍惜此刻的幸福时光。学校里，饭店里，剩
饭剩菜越来越多。

让我们行动起来，珍惜此刻，节俭粮食！ 

粮食安全形势分析篇二

近期国际粮价有所回落，但粮食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依然存在，
全球粮食安全仍面临诸多风险。面对风险挑战，中国继续展
现大国担当，确保国内粮食安全，参与世界粮食安全治理，
努力促进世界粮食安全。

近年来，全球粮食市场价格剧烈波动，全球粮食不安全状况
进一步加剧。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超过30亿人无力负
担健康膳食，23亿人处于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

业内专家表示，从价格的形成机制看，全球粮食供求关系总
体平衡，期末库存消费比远高于18%的国际粮食安全警戒线。
此轮粮食市场动荡并非供求失衡所致，而与资本投资炒作等
因素相关。

“目前，全球的粮食安全问题成因比较复杂，不单纯是由于
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导致减产，还因粮食金融化、能源化
以及地缘政治冲突等更为复杂的世界经济政治因素叠加造成。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程国强说。

面对风险挑战，我国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
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确保国



家粮食安全，也为世界粮食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自力更生，用不足全球9%的土地实
现了约占世界1/4的粮食产量，养活了世界近1/5的人口。

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粮食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
以上，谷物自给率超过95%，不仅牢牢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上，
而且还为全球粮食安全贡献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我国积极推广粮食生产、加工、仓储、物流、贸
易、节粮减损等技术和经验，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农业生产
能力和粮食安全水平，为维护世界粮食安全贡献中国智慧。

记者了解到，自1979年开始的40多年来，中国杂交水稻已在
亚洲、非洲、美洲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推广种植，年种植面
积达800万公顷，平均每公顷产量比当地优良品种高出2吨左
右。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应用了粮食和饲料储藏
及加工设备，大米、杂粮、茶叶、果蔬分级等农产品智能分
选设备，码垛机器人、自动装车等智能装备产品，提高生产
效率。中国向多个国家进行1500多项技术推广和示范，带动
项目区平均增产40%至70%，超过150万户小农户从中受益。

此外，中国还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遵守世贸组织规
则，积极倡导多边、双边贸易合作，为维护世界粮食安全贡
献中国方案。

例如，推动国际社会加强政策协调，从全球层面提升粮农治
理能力，推动各国在粮食减损、运输、检疫、进出口贸易等
方面形成合理的国际规则，促进形成公平公正的国际粮食市
场秩序；努力推动履行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呼吁
各国保持全球粮食贸易开放，敦促取消单边制裁，维护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呼吁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政策空间。

“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粮食安全风险，全球必须加强合作、



协力应对。”程国强说，中国始终坚持将保障粮食安全放在
首位，也致力于将这些经验分享给世界，积极参与全球粮食
安全合作和治理。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中国完全有能力保障粮食供给，
端牢中国饭碗。我们对中国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
显著成就表示赞赏。我们期待中国在促进全球粮食安全和实现
‘零饥饿’这一可持续发展目标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文康农在2022年世界粮食日和全国
粮食安全宣传周线上宣传活动视频致辞中说。

粮食安全形势分析篇三

为了切实抓好今年我镇的粮食生产，根据中央、省、市和__
县有关粮食生产工作文件精神，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按照确保粮食安全的总体要求，以遏制耕地抛荒为抓手，恢
复早稻生产为重点，认真落实水稻集中育秧相关措施，大力
发展超级稻，扩大优质稻种植面积，促进粮食增产增收，通
过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加快我镇粮食生
产的发展步伐。

二、主要目标

今年我镇粮食计划种植面积20371亩，优质稻计划面积1.6万
亩，重点推广双季稻。

三、工作措施

（一）加强领导，明确目标责任

成立了果园镇粮食生产工作领导小组，由镇长覃芳同志任组



长，副镇长周宾同志任副组长，镇农业服务中心、财政所、
经贸办、水管站、各村社区负责同志和分管农业工作村干部
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镇农业服务中心），由邓
超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粮食生产指导、组织、协
调和督查，并要求各村（社区）成立相应粮食生产指挥部。
在粮食生产工作领导小组统一指挥下，按照联村干部包村，
村干部包组，组长包户的原则，明确目标责任和任务。

（二）严格落实“八条措施”

各村（社区）、有关单位要认真做好粮食生产工作，严格落
实县委县政府《20__年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八条措施》的各
项要求，实现我镇“稳面积、攻单产、调结构、提效益、保
安全”的粮食生产目标，确保我镇粮食增产丰收。

（三）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氛围

1、在镇政府召开的粮食生产工作会的基础上，各村（社区）
要在3月15日前，专题召开粮食生产和遏制耕地抛荒工作会议，
村民组长及村民代表会议，传达有关粮食生产会议精神，农
技站在3月上旬搞好全镇的早稻集中育秧技术培训和扩大早稻
种植的宣传发动工作。

2、镇政府出动宣传车，到村进行专题宣传。

3、镇政府印发技术资料到村到户，做到家喻户晓。各村办好
一个粮食生产宣传栏。

（四）严格落实“三个严禁”

严禁抛荒、严禁双改单、严禁直播，对瞿杨线沿线、宋水线
沿线、南干渠沿线（即古楼新村三字祥组、紫云坡组、石乔
组，大河社区徐家坳组、木瓜塘组、大河塘组，杨泗庙社区
殷家坳组、东毛嘴组、公兴塘组，红花村红花坳组、季鱼塘



组、新大屋组，金江新村车田坪组等）长期存在季节性抛荒
田，鼓励种粮大户或合作组织进行流转、代耕代种进行双季
稻种植，并给予一定补助和奖励。

（五）部门联动，全方位提供服务

在镇粮食生产工作领导小组统一指挥下，各相关单位既分工
又协作共同为粮食生产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1、农业服务中心。具体负责全镇粮食生产技术指导，优化我
镇粮食产业结构，完__县局下达集中育秧任务。及时发布病
虫情报，组织实施病虫害综合防治，测土配方施肥，推广科
技种粮兴粮；积极落实各项惠农政策，加大耕地流转力度，
积极扶持粮食合作组织和种植大户，落实各项奖励措施；推
进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组织全镇农业生产用机械调度，利
用政策全面推广农业生产机械化作业，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确保农机安全生产，落实1至2个双季稻全程机械化增产模式
攻关示点项目，扶持培育1至2个新型主体，打造1至2个优势
粮食品牌。

2、财政所。具体负责全镇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等涉农资
金的及时发放。

3、水管站。具体负责全镇粮食生产用水调度、农田水利设施
的维修、渠道疏浚、农田基础设施的改善。

（六）加大督查力度

3月中下旬全面督查早稻备耕工作，5月上旬督查早稻生产工
作，5月下旬—7月中旬对全镇中、晚稻生产进行不定期全面
督查，要求在6月20日之前全面完成耕地翻耕，在7月20日之
前全部种上粮食作物。

（七）检查考核



将“三个严禁”工作纳入镇对村目标考核，实行书记负责制，
镇粮食生产工作领导小组将在5月上旬、7月下旬左右对全镇
各村（社区）粮食生产进行检查验收，对按要求完成粮食生
产任务的村（社区），年底目标考核时给予加分奖励（0.5
分），并给予一定资金奖励；对因工作不力未按要求完成粮
食生产任务，造成粮食播种面积减少和3亩以上耕地抛荒或10
亩以上季节性抛荒的村（社区），在年底目标考核时粮食生
产项记0分，同时追究支村两委主要负责同志工作责任并全镇
通报。

粮食安全形势分析篇四

10月16日是第40个世界粮食日。自1981年起，有关国际机构、
世界各国政府每年在这一天都要围绕发展粮食和农业生产举
行纪念活动，旨在唤起全世界对发展粮食和农业生产的高度
重视。今年世界粮食日的活动主题是“齐成长、同繁荣、共
持续，行动造就未来”，我国的系列宣传活动主题是“端牢
中国饭碗、共筑全球粮安”，目的在于进一步唤醒全民的粮
食安全意识，用实际行动端牢中国饭碗。

粮食问题一直是全球问题。当前，全球粮食紧缺问题是难以
克服的“瓶颈”，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据联合国粮农组
织统计，全球76.33亿人口中至少还有8.2亿人面临饥饿，相
当于每9人就有1人在挨饿。在发展中国家里，每5个人里就
有1人营养不良，有20%的发展中国家人均粮食占有率是无法
保障的，全球大约每4秒钟就有1人死亡，饥饿每年夺走上千
万人的鲜活生命。今年由于蝗灾和新冠疫情的冲击，全球粮
食安全形势更加严峻。

粮食问题关系着国计民生。民以食为天，十几亿人口要吃饭，
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
真理。我国虽然粮食连年丰收，看起来供应充足，但中国的
食物资源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粮食安全问题仍是头等大事，



不得不慎。我国致力于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
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并在产业规划、精准施策、细化服务、技术护航等各方面大
力扶持，让农村拥有大批能创业、懂创新的新农民，保住了
耕地红线，促进了农作物优质高产，有效地稳住了农业的根
基。

粮食安全来自于政通人和。近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扶持
粮食生产和强农惠农政策，扎实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有力地端牢了中国饭碗，为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赢得了战略
主动。我们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实施藏粮于技，农业科技进
步贡献率达到59.2%，粮食作物良种覆盖率保持在96%以上，
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跨上70%，小麦、水稻、玉米
三大主粮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今年以来，广大农民群众涉
农企业响应号召，努力克服疫情影响，“戴着口罩”及时耕
种，做到了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两不误。全年我国确保谷物
面积稳定在14.2亿亩以上，口粮面积稳定在8亿亩以上，粮食
产量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粮食安全得益于全民行动。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段
时间以来，餐桌上、舌尖上的浪费现象严重，触目惊心、令
人痛心，也给粮食安全问题带来极大隐患。作为党员干部，
要牢固树立忧患意识，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
传统，带头践行“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新风正气，以自
身的模范行动带动全社会形成节约之风，杜绝奢侈浪费。要
加强全民教育引导，通过各种宣传形式，让干部群众自觉参与
“光盘行动”，让节约粮食入脑入心、付诸行动、成为习惯、
形成美德。要充分发挥监管力度，对严重浪费行为坚决惩处，
对过度消费行为要正确引导。要守住耕地红线，做到能种尽
种，最大限度保证粮食生产的自给率，把“中国饭碗”牢牢
端在自己手中。



粮食安全形势分析篇五

自古也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吃的东西是最重要的，在
过去的封建社会很多人都是吃不饱的，粮食在过去的几千年
来一直都是一个问题，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现在的生活条
件已经是慢慢的变好了，不用为吃发愁，但是粮食依然是非
常重要的，我们应该要节约粮食。

在学校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很多同学们都是有浪费粮食的
习惯，在一点是很不应该的，每次在食堂的时候，都能够看
到这样的现象，在食堂的时候总是能够看到很多同学们没有
吃完就走了，然后有很多的饭菜都倒掉了，看到这样的现象
实在是非常的不好，影响也是很大的，我们应该杜绝这样现
象出现，不管是在家里面还是在学校里面，都应该养成节约
粮食，不浪费的好习惯。节约粮食是我们应该搞好的事情，
从生活当中细节做起，节约粮食还是应该做好的，就像刚刚
说到的每天浪费一点粮食，时间久了会积少成多，这个量是
很大的，从现在开始还是应该做好这方面的准备，这样的习
惯是我们应该做好的，要知道粮食来之不易，所以我们一定
要做好准备，我们应该养成这个好的习惯，在以后的生活当
中，一定不要再浪费粮食了，生活在这个幸福的年代，我们
应该好好地珍惜，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努力去做好这件事情吧。
谁也不会忘记祖祖辈辈用汗水演绎了何处黄土不埋人的壮烈，
我们也不会忘记，一路上经过的一片片高粱、麦田、绿得诱
人，可爱！可是，丰衣足食的我们是否就能够抛弃艰苦朴素
的美德呢？表面上，浪费的只是那么点微不足道的粮食，实
际上，我们愧对了亿万农民辛勤的汗水，作为时代骄子的我
们，我们丧失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啊！在此，我慎重提
倡各位同学节约粮食，在出手那一刻想想，能吃八两不拿一
斤。让我们一起努力，为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为我们美
好的将来，从节约粮食做起。让“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精神深入人心！

我们要养成讲卫生、爱清洁、不随地扔垃圾的良好卫生习惯，



餐桌旁应该是最好的课堂。倘若每个同学吃完饭还能保持自
己脸上、手上、身上，桌面、地面的干净，那就足以证明他
是一个有良好卫生习惯的孩子。所以就餐时要做到三净：不
挑食，不浪费，把餐盘内饭菜吃干净；把吃下的骨、壳之类
的剩物，装入盘内，保持桌面干净；不洒落饭粒、菜汤，保
持餐厅地面干净。吃完饭将餐巾纸带出餐厅。”

因此，我在这里倡导同学们，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节约粮食，
从现在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