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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粮食安全基础工作

不断夯实，粮食存储数量和质量不断

提高，强力推进粮食收储物流、产业化

经营、执法体系、综合服务、信息化等

体系建设，打造“放心粮油”工程。

今年，市商务局（粮食局）利用全

省首批“放心粮油示范县”试点工作的

契机，以支持“放心粮油”加工、配送示

范企业和示范店建设为主要载体，加

强政策、业务等指导，积极开展创建工

作，扎实构建“放心粮油”供应体系，确

保粮油质量持续改善、安全监管持续

加强、人民群众持续受益。

通过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市场运

作的方式，以支持“放心粮油”加工、配

送示范企业和示范店建设为主要载

体，构建“放心粮油”供应体系，保障城

乡居民粮油消费安全。

该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构建“放心

粮油”体系的同时，积极营造氛围，通

过 3.15 消费者权益保障日、粮食科技

活动周、行风热线等时机，采取咨询、

发放宣传资料、悬挂横幅标语、政策讲

解等方式，普及粮食质量安全知识。

市商务局（粮食局）惠农利农激发种粮大户积极性

我市早稻订单种植面积增长42%
民以食为天，食以

安为先。市商务局（粮
食局）坚持“干在实处、走
在前列”，牢固树立“大粮
食安全观”，以建设高水
平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为
目标，以深化粮食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全面推进粮食工作提升
发展，促进我市经济社
会和谐稳定发展。

□记者 吕高攀

早稻订单种植面积
增加5000多亩

“今年早稻的收购总量大、时

间紧，为确保早稻种植户的利益，

及时帮助农户顺利完成售粮任务，

工作人员常常加班到23时，不留过

夜粮；免费为农户开展过磅、除杂、

入库一条龙服务，实现散装、散运、

散卸、散储。”24日，市商务局（粮食

局）副局长潘志行忙着统筹全市早

稻的收购工作。

今年我市订单早稻种植面积

实现大幅增长。据统计，全市共落

实订单早稻种植面积 129 户 18283

亩，比 2016 年增加 20 户 5469 亩，

种植面积同比增 42.68%。早稻订

单户数和种植面积均创历史新高。

我市以提升产能、扩面增产、

提质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以发

展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和培育

新型经营主体为重点，进一步加大

粮食产销政策扶持力度。

与此同时，我市积极推进粮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早确定 8 个

早稻和中晚稻订单品种，引导农户

多种粮、种好粮；优化粮食烘干、机

械化入库等综合优质服务，坚决守

住“农户种粮卖得出”的底线；继续

实施订单粮食奖励政策，农户按订

单投售早稻享受每百公斤 60 元的

专项资金奖励；优化种粮大户结对

联系、粮食订单质押融资贷款、粮

食烘干等全程社会化综合服务机

制，为农户丰产丰收提供有力的支

撑和保障。

通过开展联络员与农户结对

服务，深入农户田头宣传惠农政

策，让农户多种粮、种好粮；继续实

施订单粮食奖励政策，让农户及早

知晓种粮预期收益等措施。我市

惠农政策服务措施和稳定的种粮

收益充分调动了农户种粮的积极

性，推动粮食产销持续快速发展，

特别是专业化、规模化种粮水平不

断提高。

市粮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我市种粮大户订单早稻户均种

植面积 141.7 亩，比 2016 年增加

24 亩，最大户达到 1056 亩，预计

今 年 我 市 早 稻 收 购 总 量 将 接 近

7000 吨。

加强流通监督检查，应用科学储粮新技术
我市是典型的粮食销区，对外依

存度高达 70%以上，市商务局（粮食

局）主动适应新常态，在储粮技术上做

足文章，广泛推广应用富氮低氧控温、

无线粮情测控、薄膜压盖密闭等科学

储粮技术，确保库存粮油安全稳定。

今年上半年，我市投入专项资金 147

万元，巩固提升粮库的储粮能力，加大

粮油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体系和检测能

力建设，把好粮食收购和储存环节质

量关。

同时，为保证我市储备粮质量和储存

安全，做到储备粮轮换的制度化、规范

化，实现储备粮管理的良性循环，达到

守住管好、保质保值的目的，今年我市

顺畅有序组织开展储备粮轮换销售工

作。通过网上竞价拍卖等方式，择机

分批轮换销售出库市级储备粮，上半

年完成全年轮换计划的 63%，粮油仓

储企业规范化管理水平检查考核评价

结果为优秀。

针对我市粮库仓容严重不足、现

有仓储设施建设标准低等问题，紧紧

抓住国家实施“粮安工程”建设规划的

重要机遇，加强沟通协调和资产整合，

筹建市粮食储备中心，为建成一个储

存安全、物流通畅、供给稳定、应急高

效、质量安全、调控有力的粮食收储供

应安全保障体系而不懈努力。粮食储

备中心已列入市政府重点投资项目，

相关部门凝聚共识，克难攻坚，目前各

项工作正在有效推进落实。

另外，市商务局（粮食局）扎实有

效开展粮食流通监督检查，在全市设

立多个监测点，对 8 个主要品种进行

每周 1 次的粮油价格监测分析，确保

粮食市场供给充足、价格基本稳定。

该局以粮食收购、政策性粮食购

销、粮食流通统计、必要库存量等为重

点，深入开展粮食流通监督检查活动，

健全粮食应急保供机制，切实维护好粮

食市场秩序。并层层压实政策性粮食

承储企业的主体责任，以统计结报日为

检查时点，自查库存粮食，确保粮食库

存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

构造“放心粮油”供应体系，争创省级首批示范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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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市积极开展早稻订

单收购工作。

②、③ 粮库工作人员认

真检测粮食质量。

树立“大粮食安全观”，建立高标准粮食保障体系
“今年，我们从传统的粮食安全观

向‘大粮食安全观’转变，在全市范围

内建立起一套更高标准、更好水平的

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市商务局（粮食

局）局长吕柳青说。

市商务局（粮食局）从五个方面加

大统筹谋划力度，牢牢筑起一条粮食安

全保障的底线，即：大粮食，坚持水稻与

旱粮并重，重点发力旱粮；大储备，坚持

官储和民储并重，重点发力民储；大粮

源，坚持市内粮源和市外粮源并重，重

点在供给端发力；大产业，坚持政府有

形之手和无形之手并重，重点在粮食产

业端发力；大消费，坚持粮食数量和结

构并重，重点在结构端发力。

树立“大粮食观”，我市大力发展

粮食产业经济，发挥粮食加工转化引

擎作用，推动“产购储加销”有机衔接，

培育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经营模

式，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杨

溪稻米生产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池振学

可谓深有体会，通过标准化生产、稻米

生产质量控制、稻米品牌创建、新技术

推广等方式，杨溪大米附加值大幅度

提高，在永康农商银行的“丰收购”平

台上，杨溪大米已经成为我市农产品

深加工提升附加值的明星产品，深受

消费者的喜欢。

在充分调动农户种植积极性的同

时，市商务局（粮食局）通过专项调研

督查、重点企业对接联系等方式，积极

协调落实农产品初加工企业享受执行

农业生产用电价格的政策措施，帮助

农户减负降本，激发发展粮食相关产

业的热情。

同时，依托粮食主产区、特色粮油

产区和关键粮食物流节点，打造一批功

能完善、优势突出的粮食产业园区，吸

引种粮大户集聚集约集群发展。以农

村电商的实施为切入口，引导农户“上

网”，实施“互联网+粮食”行动，积极发

展粮食电子商务，培育发展新业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