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粮食安全宣传活动策划方案(通
用5篇)

为保证事情或工作高起点、高质量、高水平开展，常常需要
提前准备一份具体、详细、针对性强的方案，方案是书面计
划，是具体行动实施办法细则，步骤等。方案能够帮助到我
们很多，所以方案到底该怎么写才好呢？以下就是小编给大
家讲解介绍的相关方案了，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粮食安全宣传活动策划方案篇一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县粮食生产的有关精神，稳步
推进双季稻整建制高产创建工作，2013年我镇粮食生产按
照“强化责任、依靠科技、保面提质”的要求，进一步加大
工作力度，完善粮食生产扶持政策，不断增强综合生产能力，
确保完成粮食复种面积8.0万亩，早稻3.9万亩，晚稻4.1万亩，
做到无抛荒、无直播、无一季，力争亩产过1100公斤目标，
争创全县粮食生产工作标兵乡镇，现就今年粮食生产工作安
排如下：

镇成立粮食生产工作领导小组，由任政委，任组长，任副政
委，任副组长，任常务副组长，财政所、农技推广中心、水
管站、华一水库管理所、综合文化站、工商所为成员单位，
下设办公室，农技推广中心主任为办公室主任，各村成立相
应组织机构，办点干部、支部书记为第一责任人，村委主任
为具体责任人。建立办点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组长包户
的工作机制，实行粮食生产问责制，按照“谁办点、谁负责、
问谁责”的原则，对没有完成粮食生产任务的办点干部、支
部书记、村委主任进行问责，村场实行“一票否决”，进一
步强化干部责任，督促粮食生产任务落到实处。

（一）压单扩双控直播，落实面积。各村与镇政府签订
《2013年粮食生产责任状》，内容要做到“三无六统一”，



即：无一处抛荒、无一丘一季稻、无一亩直播、统一高产品
种、统一播种插秧、统一病虫防治、统一测土配方、统一水
浆管理、统一机整机收。

（二）严格考核，实行奖励。对各村粮食生产工作进行督查，
在5月、8月、10月分三次考核，实行奖励，粮食生产工作纳
入年终村场考核内容，对完成各项粮食生产任务的村场在全
镇经济工作大会上予以表彰。一是粮食生产先进村6个，每村
奖金2000元。评选条件是所有宜粮田必须100%种植粮食，所
有粮田必须100%种植双季稻，严禁直播，双季稻亩产1000公
斤以上。二是种粮大户先进奖。每户奖励500元，评选条件是
粮食播种面积在50亩以上、100%种植双季稻、平均亩产1000
公斤以上。三是干部年终考核设绩效奖。年终被评为先进的
村场，村支部书记绩效奖金1500元，村委主任为1350元，其
他支村委1200元，镇办点干部600元；评为合格的村场村支部
书记绩效奖金1000元，村委主任为900元，其他支村委800元，
镇办点干部400元；被评为不合格的村场，村干部、办点干部
取消绩效奖金。

（一）加大宣传引导。各村要利用标语、横幅、公开信、广
播会、户主会等形式，积极加大宣传力度，调动农民种粮积
极性，促进粮食生产发展。

（二）落实惠农政策。今年粮食补贴标准将在2012年的基础
上有所提高，加大双季稻补贴，降低一季稻补贴，各村要遵循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切实按照“有种有补、没种
不补，谁种谁补、种后补贴”的要求，把各项补贴及时兑付
到种粮农民手中，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三）加强部门配合。各村、水管站、华一水库管理所要认
真宣传中央1号文件精神，争取专项资金，加大水利基础设施
建设，一事一议奖励补助资金向粮食村场重点倾斜，充分发
挥群众参与，提高粮食生产设施水平和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
工商所要开展农资打假活动，稳定农资价格。农技部门要搞



好技术服务，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农技推广中心要认真落
实农机补贴政策，推广新型农机机具。完善农业保险制度，
要加强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宣传工作，动员和引导农户积极
投保并按规定缴纳保费，实行应保尽保鼓励粮食专业合作组
织为其成员统一投保，提高种粮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一）搞好区域布局

立足我镇实际，全镇将着力打造以村为中心的四大核心板块，
以s306、s202、华一线为一体的三大粮食示范带，其他村场也
相应建立千亩双季稻高产示范片，通过核心板块，带动示范
片建设，通过示范片建设，辐射全镇，确保全镇粮食生产上
台阶。

（二）搞好早稻集中育秧

1、在s306、s202、华一线、沿线12个村场每村在主干公路上
开展一定面积的集中育秧。经验收合格，每2000个盘子
奖1000元，每亩提供壮秧剂1包，每亩提供软盘80个。

2、各村要搞好集中育秧面积的落实，要选好点，并要建立好
台账，签订合同落实责任人。

（三）开展水稻专业化防治

水稻专业防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重点，各村要早动手、早部
署，粮食生产核心村场必须保证专业防治面积80%以上。

1、示范推广品种。重点推广湘早籼45号、株两优819、晚稻
重点推广丰源优299、岳优9113等品种。

2、普及软盘育秧，推广集成育秧，严控水稻直播。

水稻直播是落后粗放的栽培方式，生产风险大，死苗严重，



普及软盘育秧，增加软盘个数，早、晚稻不少于100个。大力
推广良种良法种植，改稀植为密植，改密播为稀播，改迟播
为适播，杜绝早、晚稻直播。

3、大力开展测土配方施肥。

确保测土配方不漏户，不漏丘。

4、普及农业机械化水平

继续做好水稻机耕、机插、机收的推广工作，搞好板块的机
械化插秧示范工作，力争全镇机械化水平在80%以上。

5、加强农业技术服务。

农技推广中心每周星期一定期召开农业生产广播会，充分利用
“农情”和“病虫防治通知单”两刊，搞好农业生产指导，
根据农时特点有针对性开展粮食生产技术职能培训，全年培
训农户1000户。

粮食安全宣传活动策划方案篇二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生
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节约粮食的传统意识正逐渐在学生脑海
中淡化，通过检查发现很多学生中午在学校就餐时出现浪费
粮食、剩饭剩菜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特开展本次活动。
为了保证本次活动的教育效果，特制订方案如下：

1、教育学生从吃饭这样身边的小事做起，懂得节俭的意义，
继承节俭传统美德。

2、教育学生以实际行动继承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
不讲吃穿，不乱花钱，不摆阔气，爱惜劳动成果，节约一滴
水、一度电、一张纸、一支笔、一粒粮，养成良好的节俭习



惯。

行动起来，做节俭的小使者！

xx年3月25日——4月22日

阅读篇：

1、活动内容：

（1）、各中队辅导员可以组织学生自主选择以“吃饭·节
俭”为主题的阅读材料，并根据学生现有的知识水平以分层
阅读和个性化阅读为形式组织学生开展阅读活动，通过阅读
活动使学生了解运动精神。

（2）、组织三至六学年学生制作节约粮食主题手抄报。

2、参加对象：全体学生

3、活动负责：

4、时间安排：各中队利用中午休息时间组织学生进行阅读，
学校将安排大队委成员进行监督检查。

实践篇

（一）、倡议书

1、活动内容：各班级根据学生的实际写一封倡议书，号召本
班学生参与到节约粮食的行动中来。

2、参加对象：全体学生

3、活动建议：各中队辅导员要根据本班学生在生活中存在的
浪费粮食的现象，有针对性的提出本班的倡议书，鼓励学生



行动起来。

（二）、感知粮食得来的不易

1、活动内容：观看校园自制的节约粮食影片。

2、参加对象：全体学生、班主任等。

3、活动建议：各班主任老师要根据学生年龄特点，接受能力
等方面对学生进行讲解，让学生真正体会到农民的辛苦。

（三）、深入体验

1、活动内容：组织节约粮食演讲比赛

2、参加对象：三至六年级学生

3、活动要求：各班级要从本班推荐具有特长的学生参加本次
演讲比赛，班主任要对学生演讲内容进行把我，演讲词要自
己撰写，严谨抄袭。谷糠、杂草来喂养。

1、学校大队部将对各班用餐情况进行抽查，抽查结果直接纳
入班主任量化当中，在抽查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反馈给各中
队辅导员。

2、学校与班主任老师在学生用餐过程中加强监督指导，对学
生出现的浪费现象要耐心说服教育。

3、学校还将开展此类转向教育活动，班主任老师要认真组织
本班学生参加。

4、在活动当中表现优异的班集体学校将给予通报表彰，颁发
荣誉证书。



粮食安全宣传活动策划方案篇三

为增强青少年的勤俭节约意识、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根据省、市、县相关文件精神，我校决定开展20xx
年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现将开展该项活动的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组织中小学生在学习粮食、食品以及食品包装等相关知识的
基础上，以家庭、学校(班级或小组)为单位，参观并参与农
业生产劳动;参观各类粮油仓储、加工、检化验等粮油企事业
单位，了解粮油基础知识;开展针对餐桌浪费、食品过度包装
等现象的专题小调查，搜集整理相关材料和数据，通过dv、动
漫等形式记录调查体验过程，并进行简单的数据统计与分析，
提交调查报告，提出行动倡议和合理化建议。

20xx年6月至9月底。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各小学要深刻认识做好青少年科
学调查体验活动的重要意义，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确保活
动的顺利开展。

(二)整合资源，确保安全。各中小学要结合品德课、科学课、
其他相关课程或综合实践活动的要求，利用课余时间和暑假
期间组织学生开展活动，做好安全防范工作，使得科学调查
体验活动取得实效。

(三)克服困难，及时总结。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是一项
密切联系生活实际、实践性很强的科学普及活动，是提高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和科学素质的重要举措，各中小学要通过丰
富多彩的科普活动，吸引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将调查体验
活动信息及时汇总，以电子文档形式以20xx年9月4日前报送
中心小学。



粮食安全宣传活动策划方案篇四

为增强全社会爱粮节粮意识，促进粮食减损增效，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做好20xx年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爱粮节粮宣传周宣
传活动，根据《眉山市东坡区教育局》印发的《眉山市东坡
区教育局20xx年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爱粮节粮宣传周活动方案》
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方案。

20xx年世界粮食日主题是：“气候在变化，粮食和农业也在
变化”。20xx年全国爱粮节粮宣传周（10月10——16日）的主
题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粮食减损增效”。

1、光盘行动

政教处、团委加大管理和监督力度，对学生用餐插队、喧哗、
乱跑乱扔者进行教育。各班开展“盘盘净餐人人节俭”
的“光盘行动”。每班设定一位“光盘行动”检查人员，监
督学生餐盒，是否将饭菜吃净吃光。通过活动，便同学们懂
得为什么要爱惜粮食、怎样爱惜粮食，从而养成爱惜粮食、
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活动时间：长期

2、主题讲座

活动期间，学校利用班会课开展“气候变化也粮食减损增
效”的主题讲座，宣传讲解粮食安全形势、粮食供给状况、
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等科普知识。

活动时间：10月17日

3、手抄报展评

侯萍袁源文博鲁颖杰



活动参与者：

全校师生

游春梅值周行政、老师

粮食安全宣传活动策划方案篇五

20xx年10月16日是第36个世界粮食日，所在周(10月10-16日)
是我国第_个全国爱粮节粮宣传周。根据《国家粮食局农业部
教育部科技部中国气象局全国妇联关于做好20xx年世界粮食
日和全国爱粮节粮宣传周活动的通知》（国粮政〔20xx〕184
号）精神，现就组织开展xx省20xx年世界粮食日和全省爱粮
节粮宣传周活动制定本实施方案。

20xx年世界粮食日的主题是：“气候在变化，粮食和农业也
在变化”。20xx年全国爱粮节粮宣传周的主题是：“积极应对
气候变化，促进粮食减损增效”。

当前，全球气候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导致自然灾害和环境问
题日益增多，给粮食和农业领域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同时，
人口的持续稳定增长导致粮食需求呈刚性增长态势，需要我
们采取有效措施，从粮食生产、收获、储藏、加工、包装、
运输和消费等各个环节入手，推动构建能够适应气候变化不
利影响、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粮食供应保障系统，促进粮食减
损增效，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一）主办单位

xx省粮食局、农业委、教育厅、科技厅、气象局、妇联

（二）主会场联合主办单位

岳阳市人民政府



（三）主会场承办单位

岳阳市商务粮食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