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抓好粮食生产储备确保我区粮食安全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近年来，我区认真落实总体国家

安全观和粮食安全战略，聚焦粮食安全保障，全面落实粮食安全政府责任制，稳步提升粮食

供给能力，增强粮食应急保障能力，推进“米袋子”工程建设，确保我区粮食安全。

多措并举 保障粮食生产稳定

“根据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 2020 年早造新增水稻种植任务和全年粮食种植任务的

通知》文件，我区早造水稻任务 83800 亩，新增种植面积任务 7139 亩。”区农业农村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为确保完成任务，我区多措并举，全区上半年粮食种植面积约 10.2 万亩，

总产约 3.6 万吨，其中早稻种植面积约 8.8 万亩。

为保障粮食生产安全，我区明确目标，抓早稻种植任务落实。细化具体任务分解至各镇

街，并落实到村、到户、到田，并重点动员开展丢荒田复耕复种，对耕地条件好及主干道两

边水田着手，全面推进“单改双”“其他农作物改种水稻”等。此外，我区结合“零弃耕”

专项行动，其他作物改种水稻 3700 多亩。

我区还印发了《春季农作物生产技术指导意见》，积极做好早稻生产服务指导，指导农

户把握重点环节节点，翻耕整田时间、播种下田时间。同时，以春耕现场会带动，全区 3

月 13 日开始抛插秧，4 月 15 日前完成全区抛插秧任务。区农业农村局还成立七个技术小分

队，农技、植保、农机技术人员到各镇村、田头开展技术指导服务，保障早稻生产各个重点

环节不脱钩不断档。此外，我区鼓励引导规模化发展和推广代耕种模式。引导和鼓励村委会、

社会化服务组织发挥作用，采取代耕代种、集中流转等形式开展生产。今年，我区从化香米

项目实行“公司+基地+农户”“公司+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等产业模式，实行“五统一”

（统一技术、统一农资、统一机耕、统一直播、统一防治），早造香米种植 3500 亩，晚造计

划种植 10000 亩。

此外，我区突出抓好种粮政策宣传，通过农村大喇叭、小册子、公众号等方式大力宣传

各项种粮惠农政策，包括种粮大户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机械化机插秧补贴、农机购置

补贴、土地流转扶持政策等，积极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粮食生产。

主动作为 保粮食储备安全稳定

粮食储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物质基础。目前，我区共有储备粮承储企业 10 家，

其中国有市级储备粮企业 5 家，分别为街口、太平、棋杆、鳌头、龙潭粮所；国有区级储备

粮企业 4 家，分别为吕田、桃园、灌村、民乐粮所；民营企业 1 家，为荔泉食品有限公司。

为做好粮食储备工作，我区加强粮食收购市场监督检查和粮食价格信息监测。积极引导

粮食企业合理组织粮源，在粮食收购季节，加强开展粮食收购专项检查工作，积极维护粮食

市场秩序，确保粮油正常供给。加强价格信息监测，我区现设有广州市粮食价格信息监测直

报点 6 个，每周向区发改局报送粮食价格信息。通过采集点调查了解粮食价格，采集和分析

价格趋势，督促指导价格采集点定期准确报送粮食价格信息，并密切注意粮食市场动态。目

前，我区没有出现粮食脱销断供等情况，粮食市场价格无发生明显变化。

我区还按照《广州市从化区粮食应急预案》的目标要求，调整完善粮食应急机构人员、

方案和网络，建立健全全区粮食应急体系。我区完善了粮食应急机构，明确各部门职能和机

构组成人员，加强沟通工作联系。各承储企业成立了应急领导小组，每月进行一次应急工作



检查，确保应急工作到位。全区建立粮食应急供应网点 22 个、应急加工网点 3 个、运输网

点 1 个，完善了应急网络管理制度。同时严格执行《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以及省、市有关粮

食管理政策，进一步提高粮食行政执法水平，规范粮食经营行为，深化市场管理，定期或不

定期对各粮食批发网点进行检查，进一步规范我区粮食经营秩序。

如何保障粮食储备质量？对此，区发改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区一直紧抓储备粮油的轮

换工作，确保储备粮油品质常储常鲜、保持良好品质。据了解，我区严格抓好储备粮油轮换

计划管理，及早下达区级储备粮油轮换计划任务，针对任务重、粮食市场需求偏淡、价格偏

低、轮换难度增大等情况，各承储企业认真落实工作责任，明确要求抓落实。此外，我区做

好轮换资金贷款、机械设备、仓库清扫消毒、人员安排等各项准备工作；做到早预测、早计

划、早准备组织和落实粮源。加强粮食质量监督检查，凡是入库粮食必须经过检验，防止不

合格粮食入库；强化安全管理工作落实，抓好高空作业、防尘防爆、机械使用、防火防盗、

用电安全及职工安全防护等工作；认真执行轮换审批、备案制度，严格依照时间节点抓轮换，

避免出现超期粮现象，确保储备粮油轮换工作按质按量按时完成。

据悉，为进一步做好保障粮食安全工作，我区将强化粮食种植，通过用好用活农业政策、

发展种植大户、推进地荒整治等措施，不断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增强储备能力，提高粮食保

障水平；加快设施建设，完善仓储物流体系，建立长远稳定的产销合作关系；继续建立健全

粮食应急机制，进一步提高粮食应急综合保障水平；重点发展绿色谷物、有机食品等中高端

粮食产品，优化结构布局，提高产业发展水平；强化流通监管，健全质量管理体系，保护粮

食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