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能源安全形势与政策体会 形势与政
策粮食安全心得体会(精选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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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安全形势与政策体会篇一

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出路在科技。

“加快构建适应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发展要
求的技术体系”“让农民掌握先进农业技术，用最好的技术
种出最好的粮食”。

良田配良技，增粮又增效。生产线上，工人忙着给水稻种子
包衣;培训班上，农技人员向农民认真讲解绿色种植技术……
在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红卫农场，春耕备耕有条不紊。

2018年9月25日，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
的翅膀”。

看全国，农业农村部做好冬春大培训，组织线上线下专题大
讲座、专家大连线，启动“小麦促弱转壮夺夏粮丰收培训月
行动”“科技壮苗行动”，培训热潮带动春管春耕高潮。大
力推进病虫害统防统治、联防联控，一体化监测、一盘棋调
度、一张图指挥，力争病虫危害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

科技赋能，粮食丰收更有底气。春耕一线，农技推广人员进
村入户，新品种、新农艺落地，广袤田畴，平田整地用上北
斗导航，打药施肥用上无人机，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成了
种地的好帮手。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2%，农业



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1%，主要农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
为粮食生产注入源源动力。

保护性耕作、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大江南北，
春耕生产“绿”意更浓。甘肃省坚持高标准农田建设与高效
节水灌溉技术推广应用、绿色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等相结合，
一体推进生态保护、粮食安全、产业升级。四川省在丘陵山
区因地制宜开展良种、良法、良制、良田、良机“五良”融
合，推广“粮经”“粮经饲”复合发展模式。

“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良田里聚集新要素、
激发新动能，生产向绿、效益向优，希望的田野上生机涌动。

能源安全形势与政策体会篇二

又是一个丰收年。"今年玉米大丰收，亩产1000多斤。"河南
省汤阴县韩庄镇王佐村种粮大户黄海涛干劲十足，"收完玉米
压茬播麦，机械化秸秆还田，犁地翻耕、播撒麦种，来年的
馒头有指望！"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超九成，全国秋
粮丰收在望，全年粮食有望再获丰收。

新时代十年，中国饭碗端得牢、成色足，为克服各种风险挑
战、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了有力支撑，为推动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
定了坚实基础。

粮食连年丰收，能否高枕无忧？

"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
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
生""确保粮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可靠安全和防范金融风



险还须解决许多重大问题"。

"从复杂的国际形势看，粮食安全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必须
增强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保持战略定力，以国内稳产
保供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说。

从国内看，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农产品稳产保
供，既要保数量，也要保多样、保质量。"当前我国粮食等重
要农产品供给总体有保障，但粮食供求仍呈紧平衡，大豆油
料自给率偏低，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不足，稳产保供的基础
还不牢固。要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加快构建
以粮食安全为基础、以确保食物有效供给为目标的粮食安全
综合保障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程国
强分析。

尽管面临各种风险挑战，但纵观基本面，大国粮仓根基稳固。

——粮食产能基础不断夯实。

数据显示，全国划定10.58亿亩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
品生产保护区，可保障我国95%的口粮消费量。全国农田有效
灌溉面积占比超过54%，良种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超过45%。

——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步履铿锵。

安徽省亳州市十八里镇五得利面粉厂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
车间负责人高国刚介绍，"小麦在这里被充分利用，麦皮用来
生产杂粮饼干，麦胚制作成化妆品和保健品，身价倍增。"

延伸产业链、打造供应链、提升价值链，越来越多的"大粮
仓"变成"大厨房"，大食物、大流通、大市场，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从"吃饱"到"吃好"的消费升级。



"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我们有基础、有条件、
有能力、有信心。"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说，下一步要盯紧
抓实粮食安全乃至食物安全的全领域全过程全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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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丰富多样
的食物消费需求。

能源安全形势与政策体会篇三

粮食安全的根基是能力安全。

谆谆嘱托化成坚决行动。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全方位夯实粮
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逐步把永久基本
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强化农
业科技和装备支撑，确保粮食任何时候都能产得出、供得上、
供得优。

——落实"藏粮于地"，守好建好"饭碗田"。

一大早，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润风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
军永就来到田间，"这高标准农田就是给劲，田面平整，设施
完善，你看这小麦，长势多好！"

邢台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邱海飚介绍，下一步当地将严格
耕地保护制度，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力争2030年实现
高标准农田全覆盖。

"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今天的耕地就是明天的
饭碗。一系列耕地保护硬措施，不断夯实大国粮仓"耕基"。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实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面积8300万亩，
超额完成年度计划任务。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2023年东
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技术指引》，指导各地进一步
养好用好黑土地。到今年底，全国将累计建成10亿亩旱涝保



收的高标准农田，保障粮食产能1万亿斤以上。

——攥紧中国种子，端稳中国饭碗。

"今年种的‘连粳13号’，一亩预计增产200斤，收益增加300
元左右。"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蔡集镇田头，种粮大户徐军正
忙着收割水稻。

"好种打好粮。我们与省农科院合作成立院士协同创新中心，
全力建设种业育繁推一体化体系，多出好种子、产更多粮食。
"宿城现代农业产业园管委会副主任张刚说。

中国粮用上中国种。目前，我国粮食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
盖，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我国深入实施现
代种业提升工程，到2025年育种创新能力将达到先进水平。

——落实"藏粮于技"，种地挑上"金扁担"。

让农民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黄澄澄的大豆、金灿
灿的玉米，山东省嘉祥县乡情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技术员
李华锋正带着乡亲们晾晒收储，"大农机全程护航，今年大豆、
玉米实现了一田双收。来年我们准备购置更多农机，带动更
多农民科技种粮。"李华锋说。

粮食生产出路在科技。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
过72%，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1%。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
司司长周云龙介绍，下一步将尽快在关键核心技术、基础原
创技术、生态循环技术、拓展食物来源技术上取得突破，加
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

能源安全形势与政策体会篇四

保护好地方政府抓粮积极性和农民种粮积极性，是全方位夯



实粮食安全根基的重要课题。

“党的_报告进一步释放了重农抓粮的鲜明信号，各级党委政
府要扛起责任，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健全种粮农民
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确保把饭碗牢牢端在
自己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
说。

——政策更给力，种粮有底气。

“今年每亩收到一次性种粮补贴41.44元、耕地地力补
贴95.41元，补贴力度大，丰收又增收。”河北省邱县香城固
镇张云固村种粮大户张朝印算起账，“政策托底，种粮有信
心，300多亩小麦已经全部种下。”

丰收背后是政策支撑。为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今年中央财
政提前下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1205亿元，继续提高小麦、稻
谷最低收购价，先后下拨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400亿元，
比上年翻了一番。

政策稳预期、强信心。下一步，各级财政将持续加大种粮支
持力度，通过价格支持稳预期、收入补贴保成本、保险扩面
降风险，为农民种粮提供全方位保障。

——经营增效益，粮农有赚头。

“合作社托管了2000多亩地，农民每亩种粮成本减少上百元。
”湖北省广水市南新村艳阳天专业合作社社长卢建林
说，“我们将继续完善产前产后服务，提供粮食烘干、流通、
加工一条龙服务，田间连车间，让乡亲们种粮更有赚头。”

截至目前，全国累计培育农民合作社222万家，建立健全利益
联结机制，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各地深入推进优质粮
食工程，直接带动优质粮食增加5000多万吨。



好粮食带来好效益。接下来，相关部门将着力补上粮食烘干、
流通等环节短板，开展粮食绿色仓储、品种品质品牌等“六
大提升行动”，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探索订单农业、
加工物流等，提高种粮综合效益。

——责任再压实，饭碗一起端。

“我们将继续完善粮食安全党政同责配套制度，签订承诺书，
列入综合考核指标，层层落实责任。”湖南省保靖县农业农
村局局长朱亮介绍。

饭碗一起端，责任一起扛。今年中央首次实行粮食安全党政
同责考核，各地各级党委政府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越
来越多的地方党政一把手走进田间看粮食生产，进村入户搞
调研，强化硬措施，形成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合力。我国将
继续完善产粮大县、产油大县、制种大县等综合奖励政策体
系，不让重农抓粮吃亏。

希望的田野上，冬小麦陆续出苗，新的丰收正在孕育。全方
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压舱石稳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
轮，定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能源安全形势与政策体会篇五

按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科技部全国
妇联关于做好20__年世界粮食日和粮食安全系列宣传活动的
通知》（x粮发〔20__〕x号）要求，我省结合实际，制定此方案。

一、活动主题

20__年10月16日是第__个世界粮食日，主题是“努力实现零
饥饿”。粮食安全系列宣传活动主题是“端牢国人饭碗，保
障粮食安全”。



二、活动安排

20__年世界粮食日和粮食安全系列宣传活动包括主会场宣传、
“粮安之星”评选发布和粮食安全大走访大调研等内容。

三、活动内容

（一）主会场活动

1.活动时间、地点。20__年世界粮食日和粮食安全系列宣传
活动主会场宣传于20__年10月16日上午在中央大街__5号（金
谷大厦门前）举办。

2.活动形式、内容。通过展板宣传10个省级“粮安之星”事
迹材料，发布“粮安之星”及“世界粮食日”和粮食安全有
关内容；会场上展示、宣传__省放心粮油企业和__好粮油产
品生产企业、中盐__分公司及产品；门前悬挂印有主题宣传
语横幅；摆放承办及协办单位制作的a字板、易拉宝等关于粮
食安全活动主题的宣传材料；有关人员发放宣传品，宣传粮
食安全方面知识。

3.活动工作分工

主办单位：省粮食局

承办单位：省粮食行业协会

协办单位：省粮油卫生检验监测中心、省盐务局、__交通职
业技术学院粮食工程学院、中盐__分公司、金谷大厦、__省
放心粮油企业、中国好粮油和__好粮油企业。

（二）“粮安之星”评选发布

我局商省农委、教育厅、科技厅和省妇联评选10个粮安之星



集体或人物，并在10月16日主会场活动时发布。其中：粮食
生产方面2个、人才培养方面1个、粮食科研方面2个、粮食流
通方面4个、妇女代表1个，并择优向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推荐1个粮安之星先进集体或人物。

（三）粮食安全大走访大调研。

省农委、教育厅、科技厅、妇联各自组织本部门人员进行调
研活动。粮食部门将于10月份在全省各地市范围内开展调研
活动。具体安排如下：

1.主要内容。围绕科学储粮、秋粮测产、代烘代储代销及政
策宣传等内容，深入村屯、农户，对粮食问题进行调研摸底，
听取农民对国家粮食政策的意见建议，深入了解粮食安全方
面存在的矛盾隐患，宣传粮食政策，讲解粮食收储、运输、
保管等方面的科技知识。

2.活动形式及分工。以工作小组形式开展活动。省粮食局成
立3个走访调研组：

第一组：调控处牵头，工业处、信息中心参加；负责__。

第二组：仓储处牵头，财审处、监测中心参加；负责__。

第三组：监督检查处牵头，法规处、交易市场参加；负责__。

各组可在本组负责的地市中选择2～3个县，每县选择2～3个
村，进行走访调研活动。每组3～5人（可包含地市县人员），
深入到2～3个村，进行大走访大调研活动，大走访大调研活
动要与秋粮购销工作紧密衔接。

四、活动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地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配



合好省局各项活动，同时参照省局活动方案，结合本地实际，
组织好本辖区各项活动。

（二）拓宽渠道，加强宣传。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纸等
传统媒体优势，积极运用网络、微信、微博等新兴媒体加大
宣传力度，努力形成全媒体覆盖格局。

（三）改进作风，严肃纪律。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改进工作作风、突出活动主题、厉行勤俭节约，严禁
铺张浪费、大讲排场和形式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