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保障粮食安全的中国策形势与政
策论文(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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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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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粮食安全的中国策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一

记得有一次，我在学校里吃饭的时候，有一位同学特别的挑
食。今天中午，他又遇到了自己不喜欢吃的菜，又开始浪费
了。他“趁热打铁，”趁老师打电话的时候，拿着自己的垃
圾袋，偷偷地把自己不喜欢吃的菜倒了进去，他以为老师不
会发现，可还是被老师发现了。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们
说:“同学们，你们知道我们现在吃的这些米饭，还有菜都是
从哪里来的吗？”很多同学都说去超市买的，去菜市场买的
呗。老师却摇了摇头说:“其实不是的，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
影片吧！”

在影片中，农民伯伯在烈日炎炎下辛勤的劳作着，一刻都不
停歇。他们为了让我们吃到香喷喷的饭菜，一会儿除草，一
会儿犁地，一会儿播种，累得满头大汗。尽管只有一条擦汗
的毛巾，他们还是不停地工作着。再看看他们的双手，布满
了厚厚的老茧，像是干裂的松树干一样。看着那布满老茧的
双手，我真切体会到了，粮食饭菜真是来之不易啊！而那位
浪费粮食的男生看后也羞愧地低下了头说:“我以后再也不会
浪费粮食了！”另一个影片在山区里，许多小学生的家庭非
常贫穷，每天背着几个土豆去上学，土豆就是他们一天的口
粮。放学后，他们还要帮助家人干活，全身被晒得黑黝黝的。
他们干活的样子特别认真，每次他们回家时，总是汗流浃背，
衣服湿了一大片。看到这些，我感到我们现在的生活非常幸
福，我为我以往在家浪费粮食的行为而感到惭愧，可耻。



为了让全班同学都有节约粮食的好习惯，我决定带头做一个
好榜样。吃饭的时候，吃不完的饭菜不要浪费，也不能挑食。
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真正做好“光盘”行动的好榜样！
正如名言“珍惜粮食就是热爱生命。”我们如果每天节约一
粒粮食，那么一年就可以节约四千万吨左右的粮食，也就可
以帮助在山区里的贫困人家3.5亿多户。

每当我端起饭碗，就提醒自己牢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
易。”节约粮食是我们的使命，刻不容缓。为了把我们的家
园建设的更加美好，从自身做起，让我们珍惜每一粒粮食吧！

保障粮食安全的中国策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二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要强。应加快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加快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构建粮
食产购储加销全产业链发展，形成大粮食、大产业、大市场、
大流通的高质量发展格局。应充分发挥储备和进口调节作用，
增强粮食宏观调控能力。

粮食事关国运民生，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党的_
报告提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这为我国粮食政策
指明了方向，给粮食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要全方
位系统性地审视和解决粮食安全面临的问题，锻长板、补短
板、强弱项，构建更高水平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为经济社
会发展筑牢底盘，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夯实基础。

党的_以来，我国全面加强粮食生产、储备、流通能力建设，
有效保障了14亿多人的粮食安全，但风险和挑战仍在。从国
际看，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纪疫情影响
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粮食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不确定
难预料因素增多，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
发生；从国内看，粮食生产还存在资源环境约束、结构性短
缺、区域性不平衡等矛盾。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



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全方位系统性地解决粮食安
全的问题，牢牢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有效应对重大风险考
验。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要强。加快农业强国建设，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科技兴农，推
动粮食生产从拼人力畜力拼资源拼环境拼消耗的粗放式生产
方式向可持续生产方式转变。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突出抓
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建设，补齐中国
式现代化短板。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突出抓住耕地
和种子两个关键，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
补偿机制，优化种植结构，加大南方生产地区粮食生产扶持
力度，着力破解粮食生产结构性、区域性等矛盾，确保粮食
产得出、供得上、供得优。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落实
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
活的需要。

针对粮食生产效益低、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应加快推进粮食
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深入实施优质
粮食工程，构建粮食产购储加销全产业链发展，形成大粮食、
大产业、大市场、大流通的高质量发展格局。例如，黑龙江、
河南、山东、安徽等主产区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
抓手，不断做大做强粮食产业，从“大粮仓”变身“大厨
房”，从粮食生产大省迈向粮食经济强省，促进区域经济发
展和乡村振兴，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针对粮食市场频繁波动等情况，应强化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
保障，充分发挥储备和进口调节作用，增强粮食宏观调控能
力。加快构建与大国地位相符的国家粮食储备体系，以储备
的确定性来应对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目前，我国推动形成了政府储备和企业社会责任储备有机结
合、互为补充的粮食储备格局，储备实力不断增强，储备布
局结构优化，严惩涉粮腐败，守护管好“大国粮仓”，确保
平时备得足、储得好，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增强全球



粮食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管理能力，推动粮食进口来源地和品
种多元化，确保粮食买得到、运得进。加强粮食宏观调控，
充分发挥粮食储备“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确保粮食
市场平稳运行，既要防止“谷贱伤民”，也要避免“米贵伤
民”，真正做到“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

我国粮食安全的蓝图已经绘就。只要坚定信心、笃行不怠，
党政同责、上下一心，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
己手中。

保障粮食安全的中国策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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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粮食安全的中国策形势与政策论文篇四

熟话说：“民以食为天。”人类的生活离不开粮食，如今是
一个节约型社会，从我们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是相当有
必要的。一年级我们就学过《锄禾》，我们明白农民伯伯的
辛劳。

我们国家不知有多少人在挨饿，有多少人在为食物而烦脑。
我们应该贡献一份力量。当然不一定要去捐款，在生活中的
点滴小事就可以。每天吃饭不掉一粒米，好好珍惜粮食，保
证不浪费。哪怕一天节约一粒米，一年之后也有半碗米饭呀。

妈妈常常教导我，吃饭别掉米，吃完后也要把碗里的饭粒吃
干净。每次我刚放下筷子，迫不及待地要跑出去玩时，但背
后总是传来妈妈严肃的声音，叫我把碗里的米粒吃干净，还
意味深长的对我说一天少浪费几粒米，日久天长就能节省好
多米。这一粒米都是农民们辛苦劳动的成果，都是用血汗换
来的。在你吃饱的同时，还有好多人在挨饿呢。听了妈妈的
话我很惭愧，赶忙把碗里的饭粒吃干净了。

近年来，我们国家一些地区遭遇大旱。田地里的秧苗全都旱
死了，颗粒无收，连饮水都成了问题。还有汶川、玉树地区
发生了地震，房屋倒塌，吃住方面成了问题。作为同胞，我
们难道不要为他们贡献一点力量吗？我们全国大约有13亿多
人，每个人每天节约1粒米就可以解决灾区的同胞们挨饿的问
题。

让我们都贡献出一份力量吧，团结起来。让每一个人都开开



心心地生活在蓝天、白云、绿水、阳光下吧！

保障粮食安全的中国策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五

食品安全一直倍受关注，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根本离不开食
品。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但又总一些人，让我们担心，我
们的食品是否安全，是否卫生。

最近的孔雀石绿、苏丹红等这些是已经被“消灭”了还有红
心鸭蛋等还没完全被解决的。不过就算它们现在已经给解决
了，可是我们还要担心“它们”还会不会在不就的将来卷土
重来呢?想到这里，我就不禁想到了在幕后不断“制造”这一
些危害人生安全的食品的人。于是我就发出了这样的疑惑这
些人是为了什么?我想还是为了一个字——钱，钱是魔鬼得意
的诱饵。因为钱，这世界上发生过多少次的谋杀、抢劫和盗
窃?谁能想到这么一张张的钱币，竟是想监狱和法庭输送罪犯的
“供应商”。

也就是因为了钱产生了：人工合成甜味剂(糖精钠、甜蜜素)
和防腐剂(苯甲酸钠、山梨酸钾)等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情况。
因此，我十分的想些人明不明白，他们的“产品”危害了多
少人?有许多的人因为吃了这些所谓的“卫生、安全食品”而
上吐下泻乃至丢了性命的!

不过，我想，除了批评那些只知道赚钱而不顾及他们身体健
康、安全的人以外，我们还要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

如：苹果过于的发亮说明苹果可能打过蜡。葡萄上的白斑过
多可能就是农药使用过量。

这些说明，防御食品中人为的添加化学物质、有害物质有些
是可是用肉眼或简单的方法检验出来的。



我们要关注食品安全，要为了我们的健康而努力，要为了我
们的文明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