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国当前粮食安全现状的论文 形势
与政策粮食安全论文(模板7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中国当前粮食安全现状的论文篇一

平时生活中，我经常看到有些同学因为饭菜与自己的口味不
合，就把自己不爱吃的饭菜倒掉，造成很大的浪费。我认为，
这种行为是十分可耻的，应该杜绝。

不知道同学们注意到没有，每次吃饭后的垃圾桶中有多少剩
菜剩饭？难道我们不觉得可惜吗？大家可知道，在这个世界
上，还有很多的人处于饥饿之中，到目前为止，世界上仍然
有八亿多人口处于饥饿当中。全世界每年有约九百万人死于
饥饿和饥饿引起的疾病，也就是说每天有两万四千人，每四
秒钟约有一人因为饥饿离开人世，而在这当中，有一多半是
儿童。换句话说，由于直接或间接的饥饿原因，每八秒钟就
有一个孩子被活活饿死。所以，我们必须做到珍惜粮食、爱
惜粮食。

在此向大家发出倡议：

一、勤俭节约，倡导“光盘行动”。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就餐时按实际饭量购买饭菜，珍惜每一粒粮食，杜绝浪费。

二、互相提醒，成为“光盘行动”的传播者。监督身边同学，
及时制止浪费行为；向亲人、朋友宣传“光盘行动”，劝说
他们节约每一棵菜、每一粒米。



三、以知为行，广泛参与，共做“勤俭节约”的践行者。从
思想上崇尚俭朴，以勤俭节约为荣、铺张浪费为耻；增强勤
俭节约的自觉性、主动性，不浮夸不空谈，将节约落到实处。

同学们，让我们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节约粮食，从现在开始。

中国当前粮食安全现状的论文篇二

自古也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吃的东西是最重要的，在
过去的封建社会很多人都是吃不饱的，粮食在过去的几千年
来一直都是一个问题，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现在的生活条
件已经是慢慢的变好了，不用为吃发愁，但是粮食依然是非
常重要的，我们应该要节约粮食。

在学校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很多同学们都是有浪费粮食的
习惯，在一点是很不应该的，每次在食堂的时候，都能够看
到这样的现象，在食堂的时候总是能够看到很多同学们没有
吃完就走了，然后有很多的饭菜都倒掉了，看到这样的现象
实在是非常的不好，影响也是很大的，我们应该杜绝这样现
象出现，不管是在家里面还是在学校里面，都应该养成节约
粮食，不浪费的好习惯。节约粮食是我们应该搞好的事情，
从生活当中细节做起，节约粮食还是应该做好的，就像刚刚
说到的每天浪费一点粮食，时间久了会积少成多，这个量是
很大的，从现在开始还是应该做好这方面的准备，这样的习
惯是我们应该做好的，要知道粮食来之不易，所以我们一定
要做好准备，我们应该养成这个好的习惯，在以后的生活当
中，一定不要再浪费粮食了，生活在这个幸福的年代，我们
应该好好地珍惜，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努力去做好这件事情吧。
谁也不会忘记祖祖辈辈用汗水演绎了何处黄土不埋人的壮烈，
我们也不会忘记，一路上经过的一片片高粱、麦田、绿得诱
人，可爱！可是，丰衣足食的我们是否就能够抛弃艰苦朴素
的美德呢？表面上，浪费的只是那么点微不足道的粮食，实
际上，我们愧对了亿万农民辛勤的汗水，作为时代骄子的我



们，我们丧失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啊！在此，我慎重提
倡各位同学节约粮食，在出手那一刻想想，能吃八两不拿一
斤。让我们一起努力，为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为我们美
好的将来，从节约粮食做起。让“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精神深入人心！

我们要养成讲卫生、爱清洁、不随地扔垃圾的良好卫生习惯，
餐桌旁应该是最好的课堂。倘若每个同学吃完饭还能保持自
己脸上、手上、身上，桌面、地面的干净，那就足以证明他
是一个有良好卫生习惯的孩子。所以就餐时要做到三净：不
挑食，不浪费，把餐盘内饭菜吃干净；把吃下的骨、壳之类
的剩物，装入盘内，保持桌面干净；不洒落饭粒、菜汤，保
持餐厅地面干净。吃完饭将餐巾纸带出餐厅。”

因此，我在这里倡导同学们，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节约粮食，
从现在开始。 

中国当前粮食安全现状的论文篇三

“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主题班队会现在开始……”在主持
人清晰的话语中，在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中。我更加深切地知
道了：节约粮食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做到的。

你们知道吗?我们吃的每一粒米饭都是农民伯伯用那辛苦的汗
水换来的。可是在我们当中大都数同学家庭条件好，生活在
蜜罐当中，体会不到粮食的来之不易，我就看见过身边的同
学咬了几口的馒头不想吃了就扔了，还有的只吃包子里的馅，
却把包子皮给扔了。

如果你曾经下水田插秧，一株株地插，一亩地要插四五万株，
你呵护这四五万株稻苗逐渐成长，抽穗，灌浆，成熟为金灿
灿的稻穗。你又得用镰刀一株一株的割下来，脱粒，阳静，
晒干，碾成白花花的大米，你肯定会对一粒粒米饭有一种亲



切感，你自然舍不得如此糟蹋粮食。节约粮食，是我们每个
公民应尽的义务，而不是说你的生活好了，你浪费得起就可
以浪费。浪费可耻，从某种意义上说简直是“犯罪”。

如果我们全国13亿人口每人每天浪费一粒米，一年浪费多少
粒米?4745粒啊!这个数字大得惊人呀!同学们，如果我们每人
节约一粒米，能建一所希望小学!每人节约一粒米，就能给灾
区的人们吃一年!浪费是一种可耻的行为。只要存有节约的意
识，其实做起来很简单：吃饭时吃多少盛多少，不扔剩饭菜;
在餐馆用餐时点菜要适量，而不应该摆阔气，乱点一气。记
住：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中国当前粮食安全现状的论文篇四

“杂交水稻援外与世界粮食安全”国际论坛11月12日在北京
举行，由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农业农村部、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共同主办。

粮食安全是事关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半个世纪前，杂交
水稻在中国率先成功研发并大面积推广，助力中国用不足全
球9%的耕地，解决世界近五分之一人口吃饭问题，成为世界
第一大粮食生产国和第三大粮食出口国。

当前，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严峻复杂，中方愿继续同世界各国
一道，坚持命运与共、和衷共济，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加强
粮食安全和减贫领域合作，为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建设没有饥饿贫困的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在致辞中，王毅表示，杂交水稻技术是中国农业科技史上的
一座丰碑，既帮助中国实现粮食自给奇迹，也为解决全球粮
食短缺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政府持续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
紧急粮援，已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框架下援助资金最多、开
展项目最多、派出专家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王毅指出，目前全球粮食安全面临新的挑战。中方愿与国际
社会一道，从供应、运输、贸易、储存等多个环节共同发力，
切实维护全球粮食安全。

“包括莫桑比克在内的许多非洲国家都受益于杂交水稻技术。
”莫桑比克驻华大使古斯塔瓦在当日的论坛上表示，中国拥
有资金、技术和经验，非洲则有肥沃的宜耕土地，基于双方
各自的优势，中非可以携手巩固粮食安全。

论坛结束后，古斯塔瓦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由于莫
桑比克依赖从国外进口小麦等谷物，因此，仍在持续的俄乌
冲突对莫桑比克的粮食供应链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导致该国
粮食价格大幅上涨。

此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警告称，乌克兰冲突导致全
球粮食安全局势迅速恶化，非洲部分地区和中东地区受到的
影响尤其巨大，数亿人将在未来数月面临严重的饥饿风险。

为应对当前的粮食供应危机，古斯塔瓦告诉澎湃新闻，莫桑
比克目前已经把粮食生产的重点转到了国内。同时，古斯塔
瓦还表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莫桑比克民众开始学着在
自家院子里种植一些粮食作物，减少了对外界供应的依赖，
这也是一个可喜的迹象。

古斯塔瓦还表示，莫桑比克从与中国的粮食合作中获益颇多。
目前，在中非发展基金的投资下，中国已成功在莫桑比克实
施一项最大的杂交水稻项目——万宝项目。通过引进新技术
和改良种子，推进机械化水平和当地农民的能力建设，水稻
产量已由每公顷1.5万吨跃升至每公顷8万吨。

在当天的论坛上，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罗照辉、农业农
村部副部长马有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丛亮、湖南
省常务副省长李殿勋、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阿尔济耶夫发表了
致辞。此外，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



老挝国家主席、布隆迪总统等发表了视频致辞。

中国当前粮食安全现状的论文篇五

小时候在外婆家，外婆给我讲了许多神话童话故事。而印象
最深的是一个有关粮食的故事，至今记忆犹新。

故事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大财主家的儿媳妇，看到自家
家财万贯，金银珠宝等应有尽有，怎么用也用不完，而每日
每餐饭菜做很多，吃不完就倒泔水缸里，久而久之，被灶神
爷告到了玉皇大帝那里。玉帝一听非常吃惊，就下令天兵天
将在第二天的午时三刻，下凡到这财主家做实地调查，如果
情况属实，一定严惩不贷。仁慈的观音菩萨听到这个消息，
想给这家人一个改过的机会，当晚就托梦给这财主家的儿媳
妇，要她把倒在泔水缸里的饭菜捞起来吃干净，不然她和她
的家要遭灭顶之灾。这儿媳妇睡到半夜一下子惊醒了，醒来
清楚记得观音菩萨说话时的表情和所说的话。想起平常生活
中自已奢侈的行为，她立即起床把泔水缸里的饭菜捞得一粒
米都不剩，把这些饭菜用清水一次一次淘洗干净，然后在锅
里烘干，用油炒了让全家人连夜吃掉。

次日午时三刻，刚才还是晴朗的天气忽然变得风雨大作电闪
雷鸣。忽然，三声振聋发聩的雷鸣电闪在这家的屋顶炸响，
天兵天将来到她家厨房，在泔水缸里连续捞了三次，也没有
捞着一粒米，只好回天庭向玉皇大帝复命。有了这一次的教
训，从此这家人勤俭持家，不敢再浪费一粒粮食。这是在儿
时，糟塌粮食给我的第一次“震撼教育”。

还是在儿时，每天吃饭时，母亲总要求我把碗里的饭菜吃完，
粒米都不能剩。母亲说，如果吃饭时碗里剩下米粒，久而久
之，小孩子的脸上就会长出麻子，变成了丑八怪。虽然那时
候朦朦胧胧，对母亲的话也似懂非懂，也不知道脸上长麻子
是什么模样，丑八怪是什么模样，但看母亲说话时那严肃的
表情，就知道不爱惜粮食，后果是多么的可怕。长大后才知



道，那是外婆及母亲为了让我从小养成爱惜粮食的品行而编
出来的故事。

十九岁那年，我又受到一次深刻的爱惜粮食的教育。那一年
我写了一篇小说，自我感觉不错，就跃跃欲试拿去拜访一位
老作家。那时他大约有五十多岁了，对我这样的文学爱好者
非常热情又和蔼可亲。他看了我的习作后提了很中肯的意见，
让我按他提的意见修改。不知不觉就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了，
他去食堂买了一份米饭和洋葱炒肉让我吃。可那是四两一份
的米饭，再加上菜，我吃了一半就吃不完了，便有点难为情
地说：“老师我吃不完了，剩下的饭菜倒哪？”让我至今也
无法忘记的是老师让我先放那，过了一会儿，老师端起那剩
下的饭菜吃了起来，而且还一边吃一边说：“这么好的饭菜
怎么能倒掉呢？古语说浪费粮食是有罪的。你们这些年轻人
哪！”我一下子想起了小时候外婆给我讲的故事，想起母亲
说过的话，面对老师这平静的举动和话语，我既震惊又羞愧，
一时说不出话来。

正是父母亲和老师用他们不同的教育方式教导了我，使我在
生活中对粮食，对辛勤耕种的农民充满了深深的敬意。我也
真切地期望比我年轻的朋友、还有现在出生在这样一个富裕
时代的孩子们，也能够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品质并将其落实
到行动中，而不是仅仅只会背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样一首诗。

随着人类活动的频繁和对环境的破坏，这些年自然灾害频频
发生，粮食也越来越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就在不
久前，非洲一些国家数以万计的人，没有粮食挣扎在死亡的
边缘，看得人触目惊心。对于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国家，
粮食问题更是重中之重。而一些地方为了眼前经济利益，不
顾国家三令五申，大量的良田和耕地被用来盖了高楼建了工
厂，已经形成了城市包围农村的发展趋势，昔日那绿油油的
麦田，现在也变成了生钱快的苹果园、葡萄园，甚至是座座
高楼大厦！面对这样的现实景况，我感到莫名的沉重和悲哀。



中国当前粮食安全现状的论文篇六

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今年世界粮食日的主题是：“共创
食安新发展共享美好新生活”。食品安全直接关系民生福祉、
产业发展、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

“民以食为天”，缺少粮食，我们很难生存，缺少粮食，我
们国家难以发展，缺少粮食，我们人类更有可能走向灭
亡。“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自小我们就从古人诗中知道粮食来之不易，所以“爱惜粮
食、节约粮食”，不应该仅仅是一句口号而已，更应该是一
声声每天都敲响在我们耳边的警钟。

勤俭节约、文明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珍惜粮食、尊
重劳动成果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为了让全校同学都爱惜
粮食、节约粮食，我们向全校同学发出如下倡议：

1、要求每个同学要有勤俭节约、爱惜粮食的意识。

尽管同学们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背得滚瓜烂熟，
可真正上了饭桌，浪费粮食、挑食的学生每天都有。文明用
餐其中最突出的一条要求就是：不挑食，不浪费，把餐盘内
饭菜吃干净。希望同学们挑食、浪费的现象一天天减少，餐
厅的剩饭剩菜也越来越少，以节约粮食为荣，以浪费粮食为
耻。

2、要求每个同学要有良好卫生习惯。

我们要养成讲卫生、爱清洁、不随地扔垃圾的良好卫生习惯，
餐桌旁应该是最好的课堂。倘若每个同学吃完饭还能保持自
己脸上、手上、身上，桌面、地面的干净，那就足以证明他
是一个有良好卫生习惯的孩子。所以就餐时要做到三净：不
挑食，不浪费，把餐盘内饭菜吃干净；把吃下的骨、壳之类
的剩物，装入盘内，保持桌面干净；不洒落饭粒、菜汤，保



持餐厅地面干净。吃完饭将餐巾纸带出餐厅。”

3、要求每个学生要有“光盘”意识

去饭店用餐，我们要做到吃多少，点多少，实在吃不了的也
要打包带走，不能浪费。在家里，吃多少，做多少；吃多少，
盛多少；不偏食，不挑食；少吃零食，买了就要吃完，不随
手扔掉。

爱粮、惜粮、节粮，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节约粮食光
荣，浪费粮食可耻”的风尚不仅过去需要、现在更需要，我
们没有糟蹋粮食的权力。我们当学生的虽然不种田、不产粮，
但节约粮食也相当于种了粮食。我们的一张张餐桌就相当于
一方方粮田，除了吃进肚子里的粮食外，不浪费一粒粮食。

中国当前粮食安全现状的论文篇七

粮食高产创建是粮食生产工作的重要内容，是促进粮食增产
丰收的重要途径，是推进粮食生产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为把
我县20__年的粮食高产创建工作搞好，特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立足县内粮食生产的实际状况，科学选择合适的示范地点；
围绕亩产过吨粮的高产目标，全面落实高产技术路线与技术
措施；按照布局统一、平衡增产的工作要求，建立政技结合
的工作管理机制。通过县、镇、村、户四级的共同努力，力
争把我县的高产示范片办成省内一流的示范片，并通过宣传
辐射带动作用，提高全县的粮食产量水平。

二、目标任务

1、创办万亩双季稻高产示范片4个。其中，部级示范片2个，



省级示范片2个。产量目标为双季平均亩产1010公斤，其中早
稻490公斤、晚稻520公斤。

2、创办省级千亩旱粮高产示范片4个。其中，玉米高产示范
片1个，产量目标为平均亩产580公斤；红薯高产示范片2个，
产量目标为鲜薯平均亩产3500公斤；大豆高产示范片1个，产
量目标为平均亩产200公斤。

3、创办县级千亩双季稻高产示范片18个。全县除了四个省部
级水稻高产示范片涉及的四个乡镇和四明山乡以外，其余乡
镇均要创办1个千亩双季稻高产示范片，产量目标为双季平均
亩产1000公斤。

三、工作内容

1、合理规划示范片地址。结合各地的地理位置、生产条件、
群众基础和辐射面积，科学合理地选择创建地址。

（1）部级双季水稻高产示范片。第一片为风石堰示范片，地
处风石堰镇g322国道沿线，涵盖紫冲村、上坪村、龙湾村、
城楼村、杨柳村、风石堰村、庙湾村、曾家村、永和村、莲
花村、雄飞村、吕家村等12个村，计划面积11500亩，核心区
为永和村、庙湾村、曾家村、风石堰村，面积1100亩；第二
片为灵官示范片，地处灵官镇s317省道沿线，涵盖大同村、
秋塘村、球树村、文吉村、金竹村、付家村、双玉村、长玉
村、福星村、灵官村、关锋村、双发村等12个村，计划面
积11100亩，核心区为付家村、双玉村、长玉村，面积1200亩。

（2）省级双季水稻高产示范片。第一片为金桥示范片，地处
金桥镇s210省道沿线，涵盖九塘村、付子村、新田村、云峰
村、龙溪村、竹叶村、金桥村、新屋村、新桥村、月坪村、
柿中村、枧桥村等12个村，计划面积10800亩，核心区为金桥
村、新屋村、新桥村，面积1000亩。第二片为过水坪示范片，
地处过水坪镇s317省道沿线，涵盖樟树村、百吉村、乙塘村、



达冲村、老髻村、向山村、铁坑村、过水坪村、百寿村、望
岗村、老福村等11个村，计划面积10500亩，核心区为百吉村、
铁坑村、老髻村，面积1000亩。

（3）省级旱粮高产示范片。玉米高产示范片规划建设地点为
白地市镇g322国道沿线，涵盖灌渡桥村、流泉町村、元木冲
村、毛田湾村、上岸塘村等5个村，计划面积1200亩；红薯高
产示范片第一片规划建设地点为马杜桥乡枫荷公路沿线，涵
盖小山村、桥头村、七星村、两头村、光明村、延甲村、石
桥村、老屋村等8个村，计划面积1000亩；第二片为黄土铺镇
老白太公路线，涵盖三星村、同心村、泉溪村，面积为1000
亩；大豆高产示范片规划建设地点为砖塘镇车元村，面
积1000亩。

（4）县级双季稻高产示范片。对于各乡镇创办的县级双季稻
高产示范片，建设地点要是坐落在本乡镇的主要公路沿线。

2、科学制定高产技术路线。按照现代农业生产发展的基本理
念，遵循“高产、优质、高效、安全、环保”的基本思路，
制定科学的生产技术路线，重点应用高产品种和集成高产配
套技术。

（1）应用高产良种。早稻选用t优167、金优233，晚稻选用
丰源优299、t优272、c两优396；玉米选用东单80、联合3号；
红薯选用湘辐优1号、美国9号；大豆选用湘春豆21号、平顶2
号。

（2）严格技术规程。对水稻、玉米、红薯、大豆等高产创建
作物要分类制定技术措施，在播种期、播种量、种植方式、
种植规格、肥料施用（含肥料品种、施肥数量、施肥时间、
施肥方式）、水分管理、病虫害防治、收割（含收获适期、
收割方式）等方面进行明确规范，做到“八统一”，即统一
示范品种，统一种植时间，统一种植模式，统一栽种规格，
统一配方与看苗施肥，统一水浆管理，统一病虫害防治，统



一机械收获。并分类制定技术措施落实日程表。

3、精心组织示范片项目实施。对各类示范片的建设，要明确
责任主体。省部级粮食高产创建示范片由县农业局负责牵头
实施，各示范片所在地的乡镇政府负责抓落实。 县农业局负
责制定工作方案、技术统筹、技术培训、技术指导服务、项
目管理、项目总结验收，各乡镇负责宣传发动、人员组织、
技术措施督促落实和各类矛盾的协调处理。县级双季稻示范
片由各乡镇政府制定方案并实施落实。

4、认真总结项目建设成果。总结高产技术、创建经验、好坏
典型，县农业局要负责所有创建资料的整理归档，负责所有
创建信息的综合、上报与宣传，要录制高产创建专题影像带。
对于创建成果，要搞好展示，引导农民到基地参观，组织分
管农业领导、农技干部、种植大户和科技示范户开展2次以上
集中观摩活动，以发挥示范带动效应。同时，邀请上级领导
和专家前来考察指导，逐步扩大影响。

四、保障措施

1、推行县、镇、村、户四级责任管理。县里成立粮食高产创
建工作专抓班子，明确工作责任，将任务细分到相关部门和
办点人员，并安排适当的工作补助。县对乡镇、乡镇对村、
村对农户逐级分解工作任务，层层建立目标管理工作责任制。
将落实示范片面积、促进生长平衡、保障技术措施到位、实
现产量目标等四项内容作为考核指标，量化记分，实行绩效
考核。创建部级双季稻高产示范片，对镇村两级安排一定工
作经费；对核心区示范农户，免费提供种子，免费供应壮籽肥
“谷粒饱”，优价提供配方肥料和病虫专业化防治服务。创
建其它示范片，对乡镇酌情考虑一定的工作费用。为全面掌
握情况，要建立信息台帐，分村登记汇总面积落实、种植布
局、服务组织、技术到位、作物生长、测产验收等方面的情
况。实行全程跟踪督查，落实动态管理，督促工作进展，全
面推进工作。



2、创建各级领导指挥田。为了带动和促进高产示范片的创建
工作，要加强领导指挥。在每个省部级示范片内，均要建立
县长指挥田、分管副县长指挥田、农业局局长指挥田、分管
副局长指挥田、乡镇长指挥田、分管副职指挥田、村长指挥
田，所有指挥田面积不得少于30亩。每一种领导指挥田配一
名农艺师技术职称以上的技术干部，由其负责技术指导和技
术服务。在各类指挥田中，开展高产种植竞赛，评定前三强
进行奖励。对于县级示范片，各乡镇也要创建镇村领导指挥
田。

3、加大创建经费投入。对于县里创建的各类示范片，由县里
安排一定资金，并实行县财政报账制，规范资金使用。资金
主要用于技术推广、专业化服务、物化补贴、信息服务与项
目考核、奖励等。各乡镇创办的高产示范片，各乡镇要从县
里安排的粮食生产发展资金中安排一定资金，以切实保障经
费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