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粮食安全论文形势与政策题目(优
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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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粮食安全论文形势与政策题目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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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安全论文形势与政策题目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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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安全论文形势与政策题目篇三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这首诗告诉我们每一粒饭都包含着农民伯伯的汗水，告诉我
们要节约粮食，不挑食，把碗中的米饭都吃光。我们的粮食
来之不易，全是靠农民伯伯冒着寒冷和炎热辛辛苦苦中出来
的，所以我们要节约粮食，我以前也是不节约粮食，后来我
是看了一个电视节目，我才知道要节约粮食，节目里放的是
一个小孩，他父母已经过世了，留下他一个人，他在路边看
见了包子，高兴极了，老板问他有没有钱，他说没有钱，那
个老板脸色一下子就黑了。说：“没钱还不快滚。”把那个
小孩赶跑了，接着来到了烤鸭店门口，看见那烤鸭直流口水，
可那老板连闻都比给他闻，就把他轰出去了，路上，他看见
地上有包子，正当用手去那的时候，一只狗把包子抢走了，
最后，这个孩子饿死了。看了这个节目，让我知道了要节约
粮食。



当你每次想浪费粮食时，想想《悯农》这首诗，想象下农民
在农田里干活的情景，想一下还有很多人连吃都还没吃饱，
你怎可浪费粮食。

在中国虽然地域辽阔，但是拥有着13亿人口，每人平均耕地
的面积不到1.5亩，是世界人均值的1/4，面对如此宝贵的耕
地，每年还以千万亩的速度在消失。我国东部600多个县(区)
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75亩的警戒线。而我
国由于设备和管理落后，粮食在收获、储存、调运、加工、
销售和消费中的总损失高达18.2%，也就是说，我国每年的产
后粮食约有850亿公斤被白白浪费掉。稍微关心时政的人都知
道，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且进口数量逐
年增加。在每年为此花费巨额外汇的同时，粮食安全问题也
已经成为从中央高层到社会舆论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在这
种背景下，触目惊心的浪费粮食现象，更令人担忧。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还有必要从一粒米上节约吗?有的同学
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表面上看，掉几粒米是小事，可世界
上的任何财富，都是劳动者以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创造的。珍
惜这种创造的成果，不仅是对社会财富的爱护，也是对劳动
的尊重、对创造的尊重、对劳动者的尊重。粮食是劳动者付
出辛勤劳动、大自然消耗大量资源产生的财富，浪费它就是
白白丢弃劳动成果、无端牺牲生态环境，最终受害的还是人
类自己。一位学者就曾指出：“可持续发展，这句话在今天
的世界上首先是指粮食。”我们浪费一粒米，扔掉一个馒头，
实际上丢弃的是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丢弃的是对
劳动人民的一片真挚情感，丢弃的是做人的一种品格和精神。
我国现在还不富裕，在一些贫困地区还有将近3000万人尚未
解决温饱问题。人皆有食，也并不是每个公民都曾实现了的
梦想。世界性缺粮的状况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不会得到
根本转变。因此，浪费一粒粮食也是很可耻的行为。

节约粮食，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有了节约意识，做起来
很简单：吃饭时吃多少盛多少，不扔剩饭菜。尊重劳动成果、



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已成为现代人的一种自觉意识。珍惜
粮食吧，这是在珍惜你的生活!

从节约粮食开始，爱护我们的家园!

目前，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还远远低于世界水平，每年都要
进口大量的粮食才能满足需求。节约粮食、珍惜粮食应该成
为我们每个公民的自觉行动。作为青少年，我们更应该成为
节约粮食的表率。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积极参加节粮活动，
认真学习节粮知识，自觉增强节粮意识，每天节约一点点，
每天奉献一点点，用我们的行动，用我们节省的粮食和资源
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盛饭要适量，吃多少盛多少，把
我给大家提一些节粮的方法：碗里的饭吃干净，做到不随便
剩饭剩菜;不偏食，不挑食;到饭店吃饭时，点饭点菜不浪费，
若有剩余的要带回家;积极监督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及时制止
浪费粮食的现象。

一碗饭一碗粥都来之不易，让我们以节约为荣，让节约成为
一种时尚，让节粮成为一种习惯!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粮食安全论文形势与政策题目篇四

粮食安全中的“1+12”

“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
重中之重，一个装满的“粮罐子”，给予我们面对“大变
局”的底气。我们要深知“种子”与“耕地”在粮食安全中
的关键作用，既要大力研发优质的国产种子，也要严格保护
耕地的数量与质量，实现两手都抓，两手都硬。然后善
用“科研成果转化”，以“合力”之势产生“1+12”的神奇
效果，把粮食安全这个“国之大者”牢牢抓紧。

抓牢攥紧“种子”这个“1”。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



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
现粮食安全。种源要做到自主可控，种业科技就要自立自强。
这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要弘扬袁隆平等老一辈科技
工作者的精神，十年磨一剑，久久为功，把这件大事抓好。
由于种子研发需要经历选种、育种、验证等漫长步骤，这注
定将是一场持久战与资源投入战，不能单纯以经济效益来考
量种业科技研发。要采用“政策输血”与“资金输血”相结
合的方法，大力支持种业科技创新，让科研单位没有经费的
后顾之忧。要“下”好种子技术攻关全国“一盘棋”，打破
科研院所之间的研究“壁垒”，实现研究资料共享，研究成
果共享。要搭建全国性的种业研究平台，建立国家种业科
技“人才库”，采用大科研团队的形式，联合攻关大豆、西
红柿、茄子等“卡脖子”的种子，早日实现关键“痛点”
的“药到病除”。同时也要针对种业研究的特殊性，建立科
学的种业科研评价体系，给科研人员一个敢尝试、能容错的
科研环境。

严防死守“耕地”这个“1”。4月1日，第7期《求是》杂志
发表重要文章《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
中之重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文章指出，耕地
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要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采
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应当
看到，保护耕地是保证粮食产量的最直接方法，这就要求
在“耕地数量”和“耕地质量”两方面都有所作为。一方面
要不断提升耕地数量。要带领群众开垦合适的“四荒”土地，
引导林果业、畜牧业上山上坡发展，落实土地占补平衡政策。
要加强耕地保护的“科技化”水准，采取数字化、图表化、
科技化的耕地面积测绘技术，不断监测、研判辖区内耕地面
积情况，切实保证耕地总量和粮食播种量稳步提升。要加大
耕地执法监督力度，对任何违法违规占用耕地的行为坚决不
留情面，并广泛宣传相关法律法规，让保护耕地深入人心。
另一方面要严格保护现有耕地的“健康”状态。积极宣传绿
色耕种的好处与意义，落实绿色耕种的相关奖补政策，从而
引导群众采取绿色种植模式，保证耕地长期的“生命力”。



要加强环保督察力度与频率，对于污染耕地的行为坚决不留
情面，做到从严查处。

善用“科研成果转化”这个“”，实现“1+12”。在经得起
验证的好种子研究出来后，要善于推进科研成果转化。可采
取政策支持的形式，缩短国产好种子的入市审批时间，宣传
好种子的优良特性，加速种子上市。可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
降低国产好种子的购买价格，让农民朋友们愿意选择“中国
种子”。要积极地培养具有专业知识的技术保障人员，及时
解决耕作中的各项问题，保障作物产量，帮助群众的“钱袋
子”鼓起来，从而进一步打开国产好种子的销路，构成“研
发促进增收，增收反哺研发”的良性循环。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相信只要一步一个脚印，不懈努
力、不断创新，我们定能做好“保护耕地”与“攥紧中国种
子”这两件大事，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让中国人的饭
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粮食安全论文形势与政策题目篇五

这件事发生在上个星期六的晚上，它让我懂得了：珍惜粮食
要从我做起！

那天，晚饭过后，我坐在沙发上津津有味的看着电视。忽然
传来母亲大人河东狮吼：“珍珍！你给我过来！”我听了，
毛骨悚然，立刻把电视机关了，战战兢兢地来到餐厅。心想：
我又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值得妈妈如此震怒，雷霆大发。

“你瞧瞧，你瞧瞧，像什么样子，吃饭就像小鸡啄米似的，
饭都撒了一桌子。”我一听是这事儿，马上变成一副满不在
乎的样子：“干嘛？这么大惊小怪，不就是掉了几粒饭吗！
切！”哪知话刚一出口，如火上浇油。老妈更是火冒三丈，
脸色都变了，“老妈广播台”的音量马上高了许多分



贝：“你这是什么态度，你知道米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吗？快
去给我认错，不然，我今天就打死你！跟你讲了多少次，你
老太就是三年灾害给饿死的！你还这样，看我今天不收拾你，
平时跟你讲，就是嘴巴讲烂，你也是记不住的。”说着，操
起扫把就要打。老爸赶紧解劝。

不知过了多久，好一阵子，妈妈在爸爸的推搡下来到我书房，
拍了怕我的肩膀对我没怎么好气地说：“珍珍，你要明白妈
妈的良苦用心，像你今天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如果人人像
你这样，一日三餐每掉一粒饭，全国每天就要浪费7.8万千克
粮食。再说啦，你老太……”我听了，嘴巴都成了“o”字型。
真是无言以对、无地自容。

是啊，每餐浪费2粒饭、3粒饭、4粒饭……全国、全世界，那
一天浪费的粮食将是多么的可怕呀！想到这儿，我现在都为
我那天的的行为感到无比惭愧。珍惜粮食，从现在做起，从
我做起！希望我老太的悲剧不再重演。

粮食安全论文形势与政策题目篇六

20__年度，__乡认真对照《粮食安全责任书》和__粮安
办[20__]2号等文件精神，仔细分析本乡粮食生产现状和粮食
安全形势，从粮食生产生产能力、早稻订单、粮食应急能力
等四大方面查摆问题、研究对策、完善机制、强化措施，确
保了全年目标任务的完成。同时，在耕地保护等方面积极开
展有益探索，持续开展以“无违章建筑、无计划外生育、无
矛盾上交”为主要内容的“三无村”创建活动，为粮食安全
工作提供了措施。具体做法为：

一、完善领导机构，配强工作力量。坚持把粮食安全工作作
为事关百姓生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基石予以重视，确立行政
首长负责制度，建立涵盖监测、预警、稳控、应急等各环节
的工作机制，着重把握农田保护、市场监控干预和产能挖潜



等重要环节，确保粮食安全。

落实耕地保护措施。通过乡村两级的联防联控，形成严防严
控之高压态势;积极发挥国土规划的关口作用，守好最后一道
关卡;发挥好村级巡查员短距离信息快的优势，实现动态式全
天候管理。

三、开展创新探索，提供创新保障。在严格耕地保护，确保
粮食安全上，我们进行了一些积极有益的探索与创新。其
中“三无村”持续创建活动为杜绝违法建设、切实保护耕地
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虽然，本年度我们在粮食安全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
一定成绩，但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十分有
限”这一基本乡情，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因此我们仍将做
出更大努力。同时十分期望区贸粮局、区农业局等相关部门
能继续给与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