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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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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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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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们全家围着桌子吃晚饭。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吃饭，
谈论家庭事务。突然，我的一个朋友让我晚饭后出去玩。我
答应后马上吃完。为了出去玩，我吃得很快。饭碗旁边有很
多米粒，数不清有多少米粒。

爷爷坐在我对面。爷爷是个干净的人。爷爷看到我饭碗旁边
的米粒，严肃地盯着我，让我捡起桌子上的米粒。我觉得很
脏。我不高兴地说：桌子上的米饭有多脏！叫人怎么吃？此
外，我不是故意把它放在桌子上的。爷爷说：老师没教你
《慈农》这首诗吗？粮食是农民叔叔在炎热的天气里辛辛苦
苦种出来的，粮食是农民叔叔的汗水和鲜血。你愿意看着农
民叔叔的汗水和鲜血白费吗？”

我哑口无言，爷爷接着告诉我：小时候连饭都吃不下，每天
都吃不饱，穿不暖。现在你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浪费食物
吗？你能辜负农民叔叔的劳动成果吗？听了爷爷的话，我的
脸有点红。我赶紧把掉在桌子上的‘米饭吃进肚子里。虽然
有点脏，但我还是吃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我知道米饭不能浪费。这是农民叔
叔用汗水和鲜血换来的。我不应该是一个浪费食物和珍惜食
物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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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10月16日是第x个国际粮食日，依照自治区粮食局等4部
分关于印发20xx年全区国际粮食日和爱粮节粮宣扬周活动作
业计划的告诉要求，我局协谐和合作市农牧局、团委、妇联
等部分环绕“节省一粒粮，我们在举动”的活动主题，安排
展开了“家庭在举动”、“青少年在举动”、“企业在举
动”等节粮系列活动，共规划制作爱粮节粮图片展板40余块，
发放各种节粮手册x余份，印制节粮宣扬袋x个，收集节粮小
窍门20条，安排70余名学生参加x爱粮节粮教育社会实践基地
敞开日活动，搜集爱粮节粮征文数量x余篇，评选20名大学
生“光盘标兵”，参加节粮宣扬作业人员x多人次，获益人群
达2万余人，发放精品小包装粮油3千多份。爱粮节粮活动的
展开，为宣扬节粮与健康常识，培育科学粮食认识，发动全
社会力气一起参加削减粮食损失和糟蹋起到了活跃效果。

为搞好这次宣扬周活动，我局仔细拟定活动计划，对活动周
内容、方式、时刻都做出了统一安排。一起在人员、经费上
予以大力支持。及时规划制作爱粮节粮图片展板，编印宣扬
袋和宣扬材料，预备小包装粮油，有力确保了这次宣扬周活
动的顺利展开。

我局活跃主动与市农牧局、团委、妇联洽谈，周密安排布置，
一方面从各部分抽调人员联合展开国际粮食日广场宣扬活动，
联合去校园、社区发放宣扬材料；另一方面各部分结合各自
作业实践，在校园、企业、妇联展开节粮宣扬活动。

宣扬周期间，咱们经过多种方式展开爱粮节粮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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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的同胞还没有这么多的时候，人类很辛苦，它们辛苦
的种我们，却总是得不到好的收成，就算是得到了好的收成，



也还是填不饱肚子。后来时代进步了，国家发展了，那些充
满聪慧和勤劳的人类再一次的将我们种下，这次收获的时候，
让他们大吃一惊，他们收获了无数的我们，而我们也让人类
的生活从此变得更加幸福了。

勤劳的人类为自己带来了美好的时代，而我们也仅仅是在一
代一代之中完成着自己的使命。我们本身是粮食，但我们更
是这个世界上重要的一种存在。如果没有我们，我不敢相信
人类现在用什么在进食，我也不敢想象，这个世界上还会不
会有这么多美食。

可是现在，我们却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无视我们，轻视我们，
甚至浪费我们了。我们感到很被悲痛，当人类把我们丢弃在
垃圾桶，河道里，大海里的时候，我们是绝望的，因为我们
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我们没有将这一份责任从生带入亡。
或许有几个幸运的同胞可以通过大海，通过风，继续生存下
去，可我们依旧无法完成自己的使命，原因只是，我们不再
受人类的重视了。

我知道，你们的生活已经走向了更好的一个时代，但是请你
们不要忘记，我们是维持你们生活，维持你们温饱的基础，
请你们也不要忘记，每一颗我们都是劳作之人的一滴汗水啊！
或许现在市场很丰富，各类粮食价值都很合适，每家每户都
有的剩余，但勤俭节约这四个字是可以从古至今，绵延不绝
传流下来的，所以亲爱的人们，请你们收拾起内心的那一份
骄傲，用一份平稳和善良，用心的'珍爱我们吧！我们愿意为
你们付出所有，但也请你们在这幸福的时代里不要将我们遗
忘，不要将我们放弃！我向你们倡议，请珍惜每一颗粮食，
这是一份爱，更是一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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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人是铁，饭是钢，粮食是人之根本吃饱了才有力气。
听了教授们的直播可以了解的我国农业目前的情况，在我国



农业生物技术领域方面，通过种子，农艺，工程，生物等各
种措施相互之间的有效配合，拓展了我国耕地利用的新天地。

章志宏教授还提到了各种稻田生态种养模式应运而生的有以
下给大家举些例子：稻虾模式，稻鳝共作，稻鳅混养，稻蛙
共生，稻田养鸭，稻菇轮作等多种多样的稻田产业新模式并
在—年国家提出的“现代绿色农业”其中内容包括产出高效，
产品安全，资源节约，而就是这样一个“现代绿色农业”既
减少了资源的消耗又提升了我国农业产品的质量，保障了农
业产品的安全和产品上的高效率。

在本次的直播课程中姜国忠教授还说到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我
们也要不容松懈。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生活才安。充足的
粮食储备是国泰民安的基本保证，至被誉为“杂交水稻之
父”的袁隆平先生发明了“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还成功研
究出了“两系法杂交水稻”并创建了超级杂交水稻技术体系。
而这一刻起我国农业发展前景可期，在出处于唐代诗人李绅的
《悯农》中的后半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可以看得出来
粮食的来之不易和背后的付出都是汗水和勤劳。

—以上则是看完由三个省教育厅与人民网所共同举办的“同
上一堂课粮食安全思政大课”的观后感，希望可以激励到越
来越多的社会人才进入农业生物技术领域为国家做出贡献，
新一代的青少年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树立起珍惜粮食意识，明
白粮食的来之不易，体会到每一位劳动者的付出和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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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粮食安全问题
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近年来全球粮价飙升，引起各方
面的关注。世界银行相关报告显示截止今年二月底，过去三
年里国际市场小麦价格上涨181%，食品价格上涨83%。仅20_
年国际粮价就上涨了42%。目前新的粮食危机正在形成已达成
共识，面对粮食危机针对粮食安全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



并得出解决问题的措施。

一、粮食安全的概念

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最必需的物质资料,粮食的生产
和分配问题一直备受关注。1996年11月,《世界粮食安全罗马
宣言》和《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中重申:“只有当所
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
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事物喜
好时,才实现了粮食安全”。可以看出粮食安全包括:(1)确保
生产足够数量的食品；(2)最大限度地稳定食品供应；(3)确
保所有需要食品的人都能获得食品。

二、世界粮食问题的现状

世界粮食计划署于20_年4月22日发表声明说，粮价上涨就像
一场“沉默的海啸”，世界粮食计划署正面临着成立45年来
最大的一次挑战。自20_年3月27日，作为国际米价标杆的泰
国，其b级大米出口报价从每吨580美元涨到每吨760美元，，
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就让米价暴涨了30%，随后4月17日，泰国
大米再次爆出1000美元/吨的天价。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
克向全世界发出警告，国际粮价上涨将使贫穷国家的1亿人口
更加贫困，而就在粮价节节上升的同时，全球粮食储备降低
到了198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国际公认的安全储量是至少满
足全球70天的需求，而如今的全球粮食最多还能维持53天。

三、粮食危机产生原因分析

引发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可以从需求供给角度来分析，这一
轮全球粮价上涨的实际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五条：

一是全球粮食总产量因严重自然灾害而降低。近年来，全球
气候异常，灾害严重。严重自然灾害频繁给世界粮食生产造
成巨大损失。而且，近年来世界粮食主要出口国减产量更多。



二是全球粮食消费量因经济复苏而增加。随着全球经济复苏、
世界人口增加，各国gdp增长和居民收入提高，民众有能力消
费更多的粮食和食用植物油。对肉蛋奶鱼等动物蛋白食品消
费量快速增长，从而导致消耗更多的饲料粮。

三是燃料乙醇异军突起消耗大批粮食资源。出于应对“石油
价格暴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战略目标，替代性生物清洁能
源备受青睐。燃料乙醇是生物清洁能源的一大品种，一些国
家利用大量玉米等粮食生产燃料乙醇。导致粮食消费结构发
生变化，促使世界市场粮食价格上涨。

四是生物柴油迅猛发展消耗了大量植物油资源。生物柴油是
生物清洁能源的另一大品种。欧盟是利用菜子油、大豆油等
作原料生产和消费生物柴油的主要地区。由于欧盟各成员国
对生物柴油生产的投资迅速增加，因而生产能力迅猛扩大。
这自然会导致植物油料供应紧张。

五是全球粮食储备量猛降。一方面，全球粮食总产量下降；
另一方面，粮食消费量增长。两种相反的作用必然导致全球
粮食储备量下降。迄今，全球粮食储备量已减少到30年来的'
最低水平，给世界粮食安全笼罩上阴影。

四、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对策

面对世界性质的粮食危机，中国在开放市场条件下，需要采
取以下措施来应对粮食安全问题：

（一）调整和优化粮食生产布局，努力扩大优势产区发展粮
食生产。根据我国现有的自然条件和各地比较优势，加大对
粮食优势产区的投入力度。重点加强这些地区良种引育、农
技、农机、信息等服务体系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为粮食
增产奠定牢固的物质基础。

（二）主攻单产,稳定增加粮食总产。在稳定基本粮田和粮食



播种面积的基础上,大力实施科技兴粮战略,依靠科技进步,转
变粮食生产方式,努大提高粮食单产水平。大力调整粮食生产
结构,积极推进粮食向优质化、专用化、绿色化方向发展,提
高粮食质量。

（三）加大优良品种和种粮技术的推广,建立科技支撑的长效
机制,是今后中国粮食生产发展的必由之路。把科技因素作为
增产粮食的重中之重,努力转变农业生产增长方式,建立科技
支撑的长效机制,最终依靠科技进步解决好中国的粮食问题。

（四）加强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投入,增强粮食生产抗御自
然灾害的能力增加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建立粮食生产基
础设施投入的长效机制,关键要加大对连接田间地头的小型农
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五）严格耕地保护,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发展粮食生产,关
键是建立起耕地资源保护和有效利用的长效机制。建立耕地
资源保护和利用的长效机制,把耕地减少控制在最低限度,协
调好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矛盾,不断改善和提高耕地质量,
为提高粮食产出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六）建立粮食生产抗风险能力的长效机制。粮食生产面临
着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建立粮食生产抗风险的机制,提高种
粮农民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通过制度创新,建立
风险规避和损失补偿机制。健全粮食期货市场。规范市场交
易行为,发挥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风险规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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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我国历来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
将其视为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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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确
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
任务。这充分表明党和政府对粮食安全问题的清醒认识和高
度重视。

对于粮食安全的研究有赖于定量分析，构建科学、合理的指
标体系有助于从宏观趋势上对粮食安全进行分析和评价。国
内外对于粮食安全的评价开展较多。2018 年，经济学人智库
发布了《全球粮食安全指数报告 2018》，通过动态基准模型
对全球 113 个国家从粮食购买能力、粮食供给能力、粮食品
质与安全、自然资源韧性 4 个维度进行综合排名。其中中国
排名第 46 位，属于中上游水平。coates从粮食充足性、营养
充足性、文化可接受性和粮食稳定性的角度出发，建立粮食
安全评价体系。

我国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从供给、需求、市场和
库存角度出发对我国粮食安全进行评价，认为 2004 年我国粮
食基本安全。公茂刚从产前和产后的角度出发，从粮食供给、
粮食获取、粮食利用和粮食安全稳定性 4 个维度对我国粮食
安全进行评价。马九杰等从食物及膳食能量供求平衡、粮食
生产、粮食需求和粮食储备角度出发，建立我国粮食安全预
警系统。张小凤从粮食生产、流通、科技、自然环境保障等
角度，对我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粮食安全状况进行
评价。高帆采用“纵向分步骤，横向分类别”的思路，选取
粮食生产、需求、流通和贸易的相关指标，对我国粮食安全
状况进行评价。李文明等选取粮食自给率、粮食播种面积、
粮食生产波动系数、人均粮食占有量、粮食储备水平和贫困
人口粮食保障状况 6 项指标，通过加权平均法建立我国粮食
安全评价体系。张元红等从供给、分配、消费、保障结果、
利用效率、稳定性、可持续性和调控力8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
结果表明我国粮食安全水平较高。

粮食安全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内涵。我国进
入新时代以来，粮食安全的国内外环境发生根本变化，粮食



安全已被赋予新内涵、新目标。传统的粮食安全观，即狭义
的粮食安全观认为要确保粮食安全就要做到生产自给自足，
通过高投入、高耗能提高粮食产量，尽可能多地储备粮食以
保障粮食安全，更注重粮食数量安全。新时代粮食安全观，
即广义的粮食安全观更加开放，认为粮食安全在确保产能的
基础上，要实现粮食的营养、绿色、多元、开放。从生产上
要摒弃过去通过要素投入提高粮食产量的做法，进而采用绿
色生产的手段，既要实现粮食数量安全，又要实现粮食质量
安全，还要对资源环境友好，保障粮食生态环境安全和资源
安全。在粮食流通领域要做到市场主导、政府监管，提高粮
食生产的经济效率安全。

以往关于粮食安全指标体系的研究更侧重于粮食数量安全，
对粮食质量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经济安全和资源安全的关
注较少，已经不能满足当前发展战略下的粮食安全评估。本
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粮食安全观的新内涵和
新目标，建立了粮食安全评价体系，从数量安全、质量安全、
生态环境安全、经济安全和资源安全 5 个维度对我国粮食安
全进行定量评价，对粮食安全的发展沿革进行梳理，剖析我
国粮食安全存在的短板和威胁，并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粮食安全评价体系

数量安全指标建构

粮食数量安全侧重的是通过提高粮食数量以保障粮食供给能
力，解决人们“吃得饱”的问题。数量安全是粮食安全的基
础，也是我国历来发展粮食生产的首要目标。本文通过建立
包含人均粮食占有量、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单产等绝对量指
标和粮食产量波动率等相对量指标体系，衡量我国粮食的数
量安全。

粮食产量波动率。粮食生产受自然因素和市场等经济社会因
素影响较大，常常表现出一定的波动。粮食产量波动率是衡



量粮食生产稳定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粮食播种面积。粮食播种面积是粮食数量安全的基础，粮食
播种面积越大，对粮食数量安全的保障程度越高。

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反映了粮食科技的发
展程度。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越高，对粮食数量安全的保障程
度越高。

人均粮食占有量。人口增长对粮食数量安全提出刚性需求，
只有保障微观个人主体的粮食安全，才能实现整体粮食安全。
采用人均粮食占有量指标既可以反映粮食总量的稳定程度，
又可以反映随着人口的增长粮食的供给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