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将粮食牢牢把握 牢牢把住粮食安
全主动权演讲稿(模板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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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将粮食牢牢把握篇一

亲爱的教师、同学们：

因为近年来人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节省”这两字现已
逐渐被人们给淡忘了。我国人口很多，占国际人口的一半，
依据前年的查询，我国人口已高达15亿人，如此很多的人口
我国的耕地面积却只占国际的百分之七。越来越多的地步正
被很多的高楼大厦所替代。跟着农人伯伯能播种的地越来越
少，我国的粮食产量正在逐年减产。但是“节省粮食”的观
念却没有得到人们的注重。就拿校园吃午饭来举例吧，我发
现每次吃完饭后，一些回家把沒吃完的米饭随手丢掉了，还
有一些同学盛汤时十分不注意，常常把汤洒在外面。食堂每
天倒掉的饭菜不可胜数，久而久之这得形成多大的糟蹋啊！

节省粮食，从点滴开端。期望咱们从自己开端，从身边人开
端，节省粮食，人人有责。

将粮食牢牢把握篇二

据国家统计局19日公布的全国早稻生产数据显示：2020年全
国早稻总产量2729万吨，比2019年增加102.8万吨，增长3.9%，
扭转了连续7年下滑的态势，为进一步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仓廪实，天下安。“保障粮食安全对中国来说是永恒的课题，
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
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了以我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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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
国粮食安全注入强大底气和信心。

事实证明，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储备充足、市场稳定、应急
管理不断完善，粮食安全形势持续向好。但也要看到，我国
粮食仍处于紧平衡状态，结构性矛盾仍较为突出，尤其今年
在新冠疫情疫情冲击下，国际粮食市场形势日趋复杂，俄罗
斯、越南、哈萨克斯坦、埃及等国家对粮食供应预期趋紧甚
至对农产品出口做出限制，虽然短期内不会对我国粮食安全
造成实质威胁，但仍要提高警惕，想方设法不断增加粮食安
全边际，只有这样社会才会稳定，才能腾出精力一心一意谋
发展。

居安思危，饮水思源。值得欣喜的是，农业各方面指标持续
向好，今年二季度中经农业经济景气指数为98.4，比一季度
明显回升4.7点，接近疫情前水平。然而，对于14亿人口的中
国而言，固然不需要有“谁来养活中国”的担忧，但也绝没
有富裕到可以随意浪费的程度，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仍然是
全社会共同的责任，需要持续推进“光盘行动”，切实将目
光转移到问题发生的源头，建立切实可行的长效机制，拧紧
铺张浪费的阀门，严把源头治理关。

要推动农村人才政策不断出台，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
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回报乡村的人更有信心，激励各类人
才在农村创业，推动农村持续集中发展，保证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的供给。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当前，只有粮食安全保障了，社会发
展才会平稳，“六稳”“六保”才会有坚实的支撑，在应对
各种风险挑战上才没有后顾之忧。因此，要始终绷紧粮食安
全这根弦，加快补齐短板、加强科技创新、加大改革力度，



坚决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战脱贫攻坚提供有力支撑。

将粮食牢牢把握篇三

小康，对于中国人而言，是盼了很多代，奔了很多年的愿景。
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
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两不愁三保障”
成为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指
标，这其中最基础的当属“不愁吃”。

“不愁吃”起源于“小康梦”的追求。最早在《诗经》“民
亦劳止，汔可小康”中，就有无数百姓“久困于穷，冀以小
康”，仁人志士“四海为忧，思欲小康”。古往今来，人们
对吃都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
国，“吃饭”一直是第一位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填
饱人民的肚子是国家面临的难题。从到20连续十七年发布中
央一号文件，不断强调“三农”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在追求小康的路上，经济社
会不断发展，老百姓都已迈入“不愁吃”的行列，在迈
向“车厘子自由”的路上了。

“不愁吃”得益于“好政策”的扶持。提高粮食产量，保障
粮食安全，调动和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这些“不愁
吃”的关键因素，都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而且好的政策
才能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今年4
月，国际组织发布的《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指出，新冠疫情
疫情大流行很可能导致全球遭受严重饥饿人口数量在今年底
超过2.5亿人。反观我国，国家预计今年我们的米面油、肉蛋
奶、果菜鱼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能力和质量将进一步提升，
农业农村部也明确表示中国不会发生粮食危机。新冠疫情疫
情不失为对中国农业的一次大考和检验，事实证明我们扛得



住！

“不愁吃”得益于“高科技”的进步。科技的进步，让我们
逐渐从“吃不饱”到“不愁吃”再到“随便吃”。，我国农
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到58.3%，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超过68%，农民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历史。在面对国外
质疑中国人口爆炸式的增长，“未来谁养活中国人”的问题
上，袁隆平通过投身水稻研究给出了惊艳答案，我国水稻的
世界单产记录已经提高到每亩1149.02公斤。除了粮食，我国
蔬菜产量也在飞速增长，从1990年人均蔬菜占有量的170公斤，
涨到年的400公斤，中国已成为世界蔬菜种植和消费第一大国。
此外，各种农业“黑科技”让我们竖起大拇指，“互联网+农
业”的新兴产业模式也让我们足不出户享受着科技进步带来
的生活红利。

“不愁吃”得益于“供应链”的完善。随着交通运输的不断
完善，“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典故早已成为过去，人们一走
进菜市场和超市就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吃得越来越丰
盛。而且，政府健全的保障体系也确保了农产品稳定供给，
国家对副产品尤其是鲜活农产品开通了专用的绿色通道，免
收过路费。疫情期间，各地也纷纷支援湖北农副产品，不仅
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越性，更
体现了我国“粮草先行”的强大供应实力。这一次，我们确
实重新认识了中国人民丰富的“菜篮子”。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
我们保持着连续7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的“战绩”，而在今年，
我国的绝对贫困将被全面消除。一方方不断丰盛的餐桌，不
仅上演着我们的生活百味，更折射出从解决温饱到奔向小康
的幸福历程！

将粮食牢牢把握篇四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本。”食物不仅给人类提供



了生 长发育和维持健康的必备营养，而且健康美味的食品也
给人以视觉、嗅觉、味觉上美的享受。

食用安全食品是维系健康生命的重要保障。

食品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食品的多样化，导致人类的健康问题层出
不穷，食品的`卫生质量和安全性问题已越来越多的被人所关
注。

虽然食品安全问题频频发生，但吃出健壮的身体，吃出成长
中的健康也是很容易的。因此要保持健康，膳食合理是至关
重要的。食物多样，谷类为主；多吃水果和蔬菜，常吃奶类
和豆类；吃适量的鱼禽；少吃肥肉和霉油，做到其要点，健
康伴你我。

食品工业是经济增大最快，最具活力的产业，食品工业也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
食品工业更是生命工业是一个最古老有永恒的长青产业。

食品营养与食品安全始终是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更与每一
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食品质量的明显改善和食品安全水平
的稳步提高是人类正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

拥有健康的生命是你、我、他/他共同的愿望，此时此刻的我
在默默祈祷—祈祷食品安全问题能够早日解除，讷讷狗狗转
危为安走出这团泥泞与困境，驱散开着漫漫的黑云。我想会
实现。在政府正确的领导下，在人民不懈的努力下，勇敢地
向邪恶势力宣战，大声地向光明呼唤！健康是一笔巨大的财
富；健康是一切的本钱，健康更是成功的保障。

健康相伴，你我同行，共同努力，共创奇迹。携手并进，让
食品与健康同行。



将粮食牢牢把握篇五

10月16日是第_个世界粮食日，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活动同期
启动，今年宣传周的主题是“端牢中国饭碗、共筑全球粮
安”。

近年来，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持续向好，粮食综合生産能力不
断增强，取得歷史性的“十六连丰”。目前，秋粮丰收已成
定局，今年又将是个丰收年。然而，从中长期看我国粮食産
需仍将长期处于紧平衡态势，粮食供给结构性矛盾突出，粮
食各环节浪费不容忽视。要传承勤俭节约优良传统，从粮食
收获、仓储、运输、加工、消费等各环节做好节粮减损，让
节粮爱粮成为一种新风尚。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不同寻常的丰收，沉甸甸的收获。在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和严
重洪涝灾害影响后，我国粮食生産即将实现“十七连丰”。
俯瞰祖国大江南北，红橙黄绿勾勒出一幅色彩斑斓的五谷丰
登图。

近年来，中国粮食生産、储备、流通能力全面提高，全国粮
食总産量连续五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人均粮食佔有量远
高于国际粮食安全标準线，库存消费比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
织提出的警戒线，稻谷、小麦库存量能满足中国居民一年以
上的消费需求。

“中国用全球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生産的粮食，养活了
近20%的人口，实现了由‘吃不饱’到‘吃得饱’进而‘吃得
好’的歷史性转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张务锋指
出。今年以来，中国粮食安全经受住了疫情的大考和检
验，14亿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中国将坚定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构建更高层次、更高



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係。”张务锋
表示，中国将推动现代粮食供应链建设，推动粮食産业高质
量发展，构建粮食産购促销体係，加强粮食供应链法律制度
保障，扩大粮食国际交流合作，积极维护全球粮食供应链稳
定。

节约粮食是美德更是责任

餐桌上的浪费、粮食储藏、运输、加工环节浪费……一係列
浪费带来的粮食损失，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既是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举措，
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

为促进节粮减损，近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出《关于创
新举措加大力度进一步做好节粮减损工作的通知》，要求推
广适用于农户的多型规模储粮新装具，推广应用节粮减损提
质增效、现代粮仓建设和物流配套，以及储粮“四合一”升
级新技术，加强“智慧粮库”建设，促进节粮减损。

随着“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蔚然成风，餐饮行业积极开
展“光盘行动”，营造“适量用餐、杜绝浪费”的文化氛围。
各餐饮企业积极行动起来，把控好採购量，避免食品存储过
期、变质等造成浪费;根据餐食烹饪实际情况，严控食用油消
耗;合理搭配荤素菜品比例，减少剩菜剩饭，真正实现“光盘
行动”等。相关部门也毫不放松，打好监督“组合拳”，坚
决向舌尖上的浪费“亮剑”。

“要统筹抓好粮食收获、仓储、运输、加工、消费等各环节
减损工作，大力实施绿色仓储提升行动，支持节粮减损技术
和装备研发应用，优化塬粮散粮物流运输体係;研究探索社会
多元储粮新机制，指导帮助农民实施农户科学储粮项目;把粮
食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係，发挥好粮食安全宣传教育基
地作用，营造爱粮节粮的浓厚社会氛围。”张务锋説。



探索国际粮食合作新模式

确保粮食安全，中国与世界命运休戚与共。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是维
护世界粮食安全的积极力量。

数据显示，1996年以来，我国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实施了20多
个多边南南合作项目，向非洲、亚洲、南太平洋、加勒比海
等地区的近30个国家和地区派遣近1100人次粮农技术专家和
技术员，约佔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项目派出总人数的60%。

我国与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120多份粮食和农业多双
边合作协议、60多份进出口粮食检疫议定书，与140多个国家
和地区建立了农业科技交流和经济合作关係，与50多个国家
和地区建立了双边农业合作工作组，粮食国际合作不断加强。

立足国内，放眼全球，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粮
食安全之路，全面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
推动从粮食生産大国向粮食産业强国迈进，把饭碗牢牢端在
自己手上。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与世界各国携手应
对全球饥饿问题，继续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为其他发展中国家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共同推进全球粮食事业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