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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粮食安全重任牢牢扛在肩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本。”充足的粮食供应是人们

追求更好生活的基础。吃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民众的生

活质量和幸福感。

10月 16日是世界粮食日，本周为全国粮食安全宣传

周。今年全球粮食安全宣传周主题确定为：“粮安天下，共建

更好生活，共创美好未来”。这一主题旨在强调粮食安全的

重要性，并呼吁全球各国共同努力，确保每个人都能享受到

多样、营养、经济实惠、安全且可持续的食物。

近年来，我市以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为主线，以仓储规

范化管理为抓手，突出“储粮安全、生产安全”两个重点，全

力以赴开展夏粮收购，精益求精管好库存粮食，积极谋划粮

食发展项目，下大力气稳粮价保民生，用实际行动扛稳粮食

安全重任，统筹推进粮食事业稳定健康发展，有效发挥粮食

安全“压舱石”作用。

粮食安全责任制是国务院为数不多的年度考核

项目之一。我市高度重视、主动作为，将粮食安全责

任制作为政治任务摆在重要位置。

“我们是汝州市唯一一家省级粮食储备库，共有

粮仓 16座，最大的仓容量 6000吨。”10月 15日上

午，在庙下镇的汝州零四一一河南省粮食储备库，储

备库主任郭晓伟检查完粮仓安全情况后向记者说

道。

“我们一直严格按照‘137 粮情检查制度’对粮

仓进行检查、管护，从而保证储备库的粮食绝对安

全。”郭晓伟说，目前该储备库的所有粮仓均安装有

智能测温和安防监控设施，粮仓内出现任何高温、通

风、虫害等异常情况都能实时预警并及时处理。自建

库以来，一直保持着零事故、零损失的粮食安全记

录。

同时，为全面掌握我市新收获粮食质量状况，保

障粮食质量安全，维护粮食市场稳定，今年夏粮收购

期间，市粮食局按照 2024年度全国新收获粮食质量

安全风险监测计划要求，对新收获粮食展开扦样抽

检工作，为粮食质量安全保驾护航。抽样检验工作

中，粮食质量检验监测站专业抽样人员深入田间地

头、粮食收购点和农户家中，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和相

关规范，运用先进的检测设备和科学的抽样方法，对

新收获的小麦进行随机抽样。

近年来，我市认真履行依法管粮职责，不断强化

粮食安全意识，充分发挥牵头部门作用，聚焦年度考

核目标任务，密切沟通各责任单位，多次组织召开协

调会研究部署粮食安全工作，紧紧围绕六大项考核

内容，聚焦 27项年度考核目标、62项具体任务，全

方位开展工作，出台相关文件方案，精心准备考评资

料，推动考核工作有序、有效、全面落实。

《粮食安全保障法》的颁布出台，意味

着粮食安全从政策治理向依法治理的根

本转变。

“为了保证收购的原粮安全，进一步

保障成品粮安全，我们厂不光安装了原

粮抽样检测设备，还建设了化验室，从

而对收购的原粮和生产的成品粮实施

精细化检测。”在汝州市华豫面业有限

公司的生产车间，该公司副总经理李梦

博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成品面粉要进

行湿度、灰分、面筋度、降落值等 8 项指

标的达标检测，每月的原粮用量在 5000

吨左右。

为全面提升群众的粮食安全意识，我

市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世界粮食日主题活

动。市粮食局工作人员走进企业、校园、街

头等处，广泛宣传《粮食安全保障法》。充

分利用夏粮收购前夕重要时间节点，面向

社会开展普法宣传，积极营造学法律、强法

治、保粮安的良好氛围；同时，结合工作职

责，细化工作举措，将粮食安全保障法立法

精神、重要原则、重大战略、重要制度等融

入日常工作中，抓好贯彻实施，确保粮食安

全保障法在全市落地生根、有效实施，全面

提升粮食安全保障工作法治化、制度化建

设水平。

《粮食安全保障法》的普法宣传，不仅

是让群众增长法律常识，更重要的是让每

个人都认识到节约粮食的责任和意义。我

们每个人都应该珍惜每一口饭菜，拒绝浪

费，让爱粮节粮成为日常习惯，共同维护粮

食安全。

从 2021年 9月开始，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粮食购销领域腐败

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特别是平顶山市委第

四巡察组对我市粮食系统开展了为期 40

天的提级巡察，专项整治工作规格之高、范

围之广、力度之大、要求之严史无前例。为

此，我市粮食系统提升政治站位，组建工作

专班，健全工作机制，聚焦粮食购销领域仓

储保管、人事管理等突出问题，紧盯自查自

纠、问题整改、建立长效机制等关键环节，

推动专项整治工作扎实开展。

围绕专项整治工作重点，深入开展自

查自纠，对发现的问题登记造册，建立台

账，边查边改边治。不回避问题、不逃避责

任，实事求是反映问题，积极配合粮食专项

巡察，配合纪律调查、审查，得到了上级部

门的认可。深入开展“以案促改”“以案为

鉴”警示教育活动，主动找原因、思危害、补

漏洞，认真查摆制度薄弱点、廉政风险点、

监督空白点，举一反三，防微杜渐，扎牢制

度笼子。强化问题整改，制定整改措施 87

条，建立完善各类制度 53项，平顶山市委

巡察组反馈的 4大类 27条问题在规定时

间内全部整改完毕。

此次专项整治，我市紧盯问题漏洞，细

化整改措施，完善规章制度，取得了明显效

果。新增第一批地储粮规模 13750吨、成品

粮储备 230吨，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得到显

著提升。粮食超标准损耗问题得到彻底根

治，近年来轮换出库的 32500吨地储小麦，

没有一座仓库出现超标准损耗现象，彻底

堵住了粮食超耗漏洞。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是实施国家

粮食安全战略，立足世情国情粮情变化

的重大决策，这一重要举措有力推动了

国家粮食安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为切实有效保障粮食种植安全，我

市持续提升农田综合生产能力，优化农

业种植结构。争取新建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 1 万亩，已到位资金 2050 万元，同

步谋划建设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10 万亩，

预计总投资 3 亿元。发展优质专用小麦

21万亩；争取上级资金 255 万元，完成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1.7 万亩。在做好

农业防灾减灾工作中，加强小麦病虫害

防治。4月份组织召开全市小麦“一喷三

防”现场会，投入资金 331 万元，开展小

麦病虫害统防统治 55 万亩。5 月份组织

召开全市“三夏”生产工作会议，组织农

技专家指导各乡镇（街道）持续做好“夏

收夏种夏管”工作。针对旱情，动员全市

开展抗旱灌溉，累计灌溉面积达 95 万

亩，切实打好粮食丰产基础。

同时，我市还不断完善农技服务体

系，积极落实耕地地力补贴和实际种粮

补贴。争取资金 192万元，打造示范新型

经营主体 132 家，建设示范种养基地 3

个，遴选培训农技人员 96 名，持续深入

田间地头开展农技指导工作。上半年累

计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8865 万元，切

实落实强农惠农政策。今年夏粮种植面

积 72.43 万亩，小麦单产 352.74 公斤，总

产达 25.55 万吨，较去年增产 0.9 万吨，

实现了丰产丰收。

粮食流通是粮食从生产到消费的全

过程，包括收购、储存、运输、加工和销售

等环节。这些环节的顺畅运行对于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和消费者权益至关重要。为了

保障粮食安全，我市全力以赴抓好粮食流

通管理工作。

抓好夏粮收购工作。提前开展腾仓备

库、机械设备维护保养、人员培训、计量器

具检定、政策性贷款等工作，将收购工作

细化到岗，责任到人，做到仓等粮、钱等

粮、人等粮。2023年阴雨天气与小麦收获

期重叠形成“烂场雨”，造成小麦出现萌

动、发芽、霉变等现象。为维护群众口粮安

全和社会稳定，坚守农民“种粮卖得出”的

底线，我市制定《汝州市阴雨天气受损小

麦认定和处置工作方案》，对符合国家标

准的小麦做到应收尽收，敞开收购，严格

执行粮食政策，热心服务售粮群众，让种

粮农民出售舒心粮、暖心粮。对不符合国

家标准的芽麦，鼓励、引导汝州牧原公司

及粮食经纪人主动收购、随到随收，为促

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发挥了重要作用。

抓好库存粮食管理。以粮食购销领域

专项整治为契机，扎实开展仓储规范化管

理。全面落实粮油仓储“一规定两守则”，

按照“谁储粮、谁负责，谁坏粮、谁担责”的

原则，夯实储粮责任，逐级传导压力，严守

安全储粮底线。组织开展业务知识学习，

全面提升保化队伍素质。严格落实“一、

三、七”粮情检查制度，督促仓储企业每周

开展粮情联查，发现问题隐患，及时整改

排除。对各仓储企业进行经常性业务指

导，定期不定期开展巡回检查，督促问题

企业在第一时间内排除储粮隐患，实现了

储粮安全和生产安全，全市“一符四无粮

油率”达到 100%。

做好粮食质量品质调查及价格监测

预警工作。组织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了解粮

食生长情况，做好粮食价格监测工作，按

时报送价格 5 日报，分析市场行情，预测

价格走势，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依据。抓

好粮食购销监管信息化建设，实现地方储

备粮监管信息化全覆盖、全程动态实时监

控，形成穿透式监管格局。

仓廪殷实，是国家之福，也是百姓之盼。

把粮食安全紧紧抓在手上，担在肩上，才能

将“饭碗”端得更牢。汝州市将昂首阔步、足

音铿锵，全力以赴筑牢粮食安全根基，为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通讯员 陈丙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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