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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6 日是世界粮食日。10 月 16 日所

在周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

“保障粮食供给 端牢中国饭碗”。宣传周

期间，各地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全面深

入宣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安全事业

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宣

传粮食生产、收购、储存、加工、消费全链条

节约减损的有效做法，积极倡导爱粮节粮的

社会风尚。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持续提高粮食安全综合保障能

力，各地区各部门坚持把保障粮食等重要农

产品有效供给作为“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

我国粮食总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

以上，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中

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

金秋时节，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龙王镇

杨湾村稻谷飘香，该村 6000 多亩订单水稻喜

获丰收。“今年不仅收成好，而且不愁销！”村

民孙培凤说。他的底气来自与襄州区红金

星小麦种植专业合作社签订的收购合同。

“每斤 1.7 元，比市场价要贵 0.4 元。”红

金星合作社相关负责人说，今年合作社收购

的水稻和小麦都是每斤 1.7 元，农户每亩水

稻 增 收 550 元 左 右 ，每 亩 小 麦 增 收 300 元

左右。

建 设 优 质 粮 食 生 产 基 地 ，培 育 壮 大 龙

头 企 业 ，加 强 农 企 对 接 ，引 导 发 展 订 单 农

业 ……2017 年，财政部、原国家粮食局共同

启动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中央财政从产粮大

县奖励资金中安排部分资金，支持各地开展

粮食产后服务体系、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体系

建设和“中国好粮油”行动 3 个子项。

2021 年，财政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联合印发《关于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的

意见》，启动新一轮优质粮食工程。支持各

地开展粮食绿色仓储、品种品质品牌、质量

追溯、机械装备、应急保障能力、节约减损健

康消费提升等“六大提升行动”，并配套出台

“六大提升行动”方案，打造优质粮食工程升

级版。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2017 年至 2020 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

资金近 215 亿元，带动投资 600 多亿元，建成

粮食产后服务中心 5400 多个，实现产粮大县

全覆盖；全面提升 1500 多个粮食质检机构功

能 ，5 万 吨 以 上 产 粮 县 监 测 覆 盖 面 提 高 到

60%；直接带动优质粮食增加 5000 多万吨。

新一轮优质粮食工程实施以来，各地统

筹利用中央安排的产粮大县奖励资金、粮食

风险基金等，加大资金支持，推动项目落地，

优质粮食工程升级版成效显著。国家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在安徽省阜南县推动“示范种

植—规模化种植—就地加工转化”三步走，

逐步实现全链条产业融合发展，培育保障粮

食安全、加快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优质粮食

工程“阜南样板”。

加快粮食仓储物流设施建设

秋收后，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齐源绿季

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副经理赵庆旺更忙了，他

每天都要带人对烘干仓储设备进行检查，对

操作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小麦、玉米通过烘

干，可有效减少粮食损失浪费。

“我们加快粮食仓储物流设施建设，采

取了一系列举措，降低粮食收购、运输、储

存、销售、加工等环节的损失率。”德州市相

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该市投资建设 16 处高标

准粮食烘干仓储设施，为提高粮食存储质

量、降低损失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7 年以来，相关部门持续加大资金投

入力度，鼓励支持各地建设了一大批粮食仓

储物流项目，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粮食

仓储设施规模水平显著提升，设施条件明显

改善；依托粮食物流重点通道，对接国家综

合交通运输骨干网络及枢纽，在重要物流节

点上支持建设一批粮食物流园区，不断增强

物流服务能力。

今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印发《高

标准粮仓建设技术要点（试行）》，加大力度

推进高标准粮仓建设，实施粮食绿色仓储提

升行动，进一步提高我国粮食仓储设施建设

和技术应用水平。

同时，相关部门不断拓展粮食安全国际

交流合作，持续深化与相关国家粮农主管部

门、国际组织、外国粮油协会的交流合作，为

提高全球粮食安全水平、改善全球营养状况

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吉林省是产粮大省，近年来，全省粮食

总产量均保持在 700 亿斤以上，2021 年更是

突破了 800 亿斤大关。”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了该省的粮食

产量情况。

2013 年 ，吉 林 省 启 动 全 省 粮 食 品 牌 建

设，经过多年努力，先后推出了“吉林大米”

“吉林鲜食玉米”等区域品牌，成为企业增

效、质量提升、销量增长和产业发展的重要

抓手。

近年来，各地根据自然资源禀赋和产业

发展实际，出台支持政策，多措并举打造粮

食区域品牌，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

步伐。

——坚持增产与提质并重，实施产购储

加销“五优联动”。带动实现了粮食种植方

式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粮食生产经营从粗

放向集约的转变，粮食产业发展从链短低效

向优质高效的转变，夯实粮食安全基础。

——粮食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稳步提

高。抓好“粮头食尾”和“农头工尾”，因地制

宜推广全产业链经营，引导企业优品种、提品

质、创品牌，构建高效便捷的粮油供应网络，

推动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三链协同”。

——一二三产业加速融合。通过树立

优粮优价导向，构建紧密利益联结机制，让

农民更多分享粮食产业增值收益，拓展农民

增收空间，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如今，越来越多的知名粮油品牌产品走

进城乡居民家庭。人们餐桌上的粮油产品结

构更加丰富，不仅有“精米白面”，还有糙米、

燕麦、薏米等全谷物产品以及杂粮产品。产

品包装也从大包装、散装向小包装转型。粮

食质量更有保障，消费体验更加舒心。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强化执法督查

和粮食安全监管，推动产销协作持续深化，

不断完善保供能力，让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

更加坚实。”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

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持续提高粮食安全综合保障能力—

保障粮食供给 端牢中国饭碗
本报记者 杜海涛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12日电 中国举重

协会消息，2022 年巴林举重亚锦赛北京时

间 11 日晚展开第四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

选手向术林获得男子 73 公斤级抓举、挺举、

总成绩 3 枚银牌。

抓举比赛中，向术林第二把成功举起

143 公斤，第三把冲击 148 公斤失败。印尼

选手朱尼恩斯亚以 152 公斤的成绩获得抓

举金牌。挺举比赛中，向术林 178 公斤开把

成功，随后两把冲击 183 公斤试举失败。朱

尼恩斯亚开把就要了 186 公斤，但 3 次试举

均失败。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尤库博夫举起

182 公斤，总成绩为 322 公斤，获得挺举和总

成绩金牌。

举重亚锦赛中国选手向术林摘得三银

日前，随着中国海油盐城“绿能港”

一期扩建工程 10 号储罐第十二层标准

墙体完成混凝土浇筑，6 座 27 万立方米

储罐外罐墙体浇筑全部完成。

“这标志我国在建规模最大的液化

天然气储备基地距离投产更近一步。”项

目负责人李峰说，项目整体投产后，LNG
（液 化 天 然 气）年 处 理 能 力 将 达 600 万

吨，可实现减排二氧化碳 2850 万吨、二

氧化硫 23.25 万吨。

该项目是江苏盐城建设绿色能源之

城的缩影。盐城市委书记徐缨表示，盐城

正加快建设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积极

打造近海深远海风电大基地、区域绿色

光伏发电基地、煤电转型江苏标杆和国

家级大型 LNG 储备基地，同时推进光伏、

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制氢，提升氢能“制储

运”规模化水平，通过构建“风光火气氢”

一体化开发新格局，为长三角能源供应

保障和能源结构转型提供坚实支撑。

海风猎猎，叶片转动，盐城国能 H5
海上风电场自 2021 年 12 月全容量并网

发电以来，发电量超 4 亿千瓦时，可满足

约 11 万户城市家庭一年用电量。

除了布局新能源，在产业升级上，盐

城 还 积 极 推 进 绿 色 产 业 化 、产 业 绿 色

化。为发展绿色产业体系，盐城市盐都

区瞄准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和新能源三

大主导产业，培育细分产业链，不断推动

产业绿色发展。通过转型升级，盐都区

产业结构优化成效显著。

在大丰风电产业园内，江苏中车电

机有限公司正在加紧生产 4.5 兆瓦直驱

永磁风力发电机等机型。和其他厂区不同，中车电机每年近

1/3 的用电是由风电和太阳能光伏带来的绿色电能。

“想用上绿色电能，需要更智能的电网进行调配。”中车电机

公司技术部罗佳强介绍，2014 年，他们采用江苏金风科技有限

公司的智能微电网项目解决方案，同时配置充电桩，从而实现

风、光、储、充、行全绿色电力循环。

除了配套企业的技术支持，金融机构也全力助推城市绿色

发展。中国银行盐城分行行长储晓庆说，盐城分行加大对绿色

经济、低碳经济等绿色领域市场主体金融支持力度，持续扩大绿

色金融服务覆盖面，持续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截至 7 月

末，中国银行盐城分行绿色信贷总余额已达 99.88 亿元，较年初

新增 35.41 亿元，增幅 54.92%，绿色信贷占比持续上升。

盐城创咏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新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是盐城高新区 2022 年度重点项目。“得知项目需要贷款支

持，我们立即上报审批，仅 7 天就为企业拿到批复，并于 6 月顺利

投放贷款。”储晓庆说。

通过持续发展绿色产业，盐城实现了产业和生态双赢。2022
年上半年，盐城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全省第二；全市地区生

产总值、规上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3.1%、8.3%，均居全省第一。

“十四五”期间，盐城将全力推动新能源产业迈上新台阶，到

2025 年，新能源装机规模将达 2000 万千瓦，新能源装备制造产

业规模将达 20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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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孟买 10 月 12 日电 在 12 日

进行的 2022 年 U17（17 岁以下）女足世界杯

C 组首轮比赛中，中国队以 2∶1 战胜墨西哥

队，取得“开门红”。

作为上届 U17 女足世界杯亚军，墨西

哥队本场率先获得进球良机，第三十一分钟

中国队黄嘉欣在本方禁区不慎手球，主裁判

回看 VAR（视频助理裁判系统）后判罚点

球，但墨西哥队弗洛雷斯主罚的点球击中横

梁弹出。下半场刚开始两分钟，中国队也获

得点球机会，乔睿琪冷静主罚命中。第九十

分钟，中国队打出精妙配合，余星悦突入禁

区后推射将比分改写为 2∶0。补时阶段，墨

西哥队扳回一球。

17岁以下女足世界杯中国队首战告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