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国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论文
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政策论文(实用8篇)
文明礼仪是一种文化传统的延续，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举
止和社会交往方式。了解不同场合的礼仪规范，能够更好地
适应不同环境的交往需求。通过学习这些文明礼仪范文，我
们可以不断完善自己的表达能力和社交技巧。

中国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论文篇一

有一次吃饭，我感到饭菜很不好吃，刚进嘴里就吐了出来，
弄得满地满桌子都是掉落的饭菜。爸爸见了我这样，很是生
气，质问我说：“明明，你知道我们碗里的饭菜从哪儿来的
吗?”“从田地里种出来的呗。”我满不在乎地说。“你不知
道农民伯伯多么辛苦才种出来的粮食吗?”我摇摇头。于是，
爸爸决定周末带着我去农村，看看农民伯伯是怎样种地的。

在一个烈日炎炎的午后，爸爸带我来到了农村的田地里，我
看到一位五十多岁的老爷爷在拿着锄头吃力地锄着草，已经
汗流浃背，上衣已经湿透了，喘不过气来。我想：农民伯伯
真是辛苦啊!能在这样烈日炎炎的天气下干如此劳累的活儿，
真不容易呀!老爷爷把杂草清理的是那么干净，在看看他那双
长期劳作的手，早已成了黑黝黝的，结满了厚厚的老茧，这
时我才真切地感觉到我们的粮食饭菜真的来之不易啊!对自己
以往浪费粮食的行为倍感愧疚。

我们全球有五十亿人口，我国就有十多亿人口。一人一碗饭
世界全球都要吃五十亿碗饭，但我们农村里的田地正急剧地
减少，一片片良田正变成高楼大厦，供我们食用的粮食也正
逐年减少。如果我们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粮食，那么一天就可
以节约五十亿粒粮食，可以去帮助那些因为贫穷、自然灾害
等原因正在挨饿的人们免受饥饿之苦。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农民伯伯们为了粮食，冒着严寒酷暑，在田地里辛勤劳作，
从而我们才有粮食吃。每当我再望着香喷喷的米饭时，农民
那辛苦的背影总能在我眼前浮现，心中不由然想起这首诗。

中国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论文篇二

记得有一次，我在学校里吃饭的时候，有一位同学特别的挑
食。今天中午，他又遇到了自己不喜欢吃的菜，又开始浪费
了。他“趁热打铁，”趁老师打电话的时候，拿着自己的垃
圾袋，偷偷地把自己不喜欢吃的菜倒了进去，他以为老师不
会发现，可还是被老师发现了。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们
说:“同学们，你们知道我们现在吃的这些米饭，还有菜都是
从哪里来的吗？”很多同学都说去超市买的，去菜市场买的
呗。老师却摇了摇头说:“其实不是的，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
影片吧！”

在影片中，农民伯伯在烈日炎炎下辛勤的劳作着，一刻都不
停歇。他们为了让我们吃到香喷喷的饭菜，一会儿除草，一
会儿犁地，一会儿播种，累得满头大汗。尽管只有一条擦汗
的毛巾，他们还是不停地工作着。再看看他们的双手，布满
了厚厚的老茧，像是干裂的松树干一样。看着那布满老茧的
双手，我真切体会到了，粮食饭菜真是来之不易啊！而那位
浪费粮食的男生看后也羞愧地低下了头说:“我以后再也不会
浪费粮食了！”另一个影片在山区里，许多小学生的家庭非
常贫穷，每天背着几个土豆去上学，土豆就是他们一天的口
粮。放学后，他们还要帮助家人干活，全身被晒得黑黝黝的。
他们干活的样子特别认真，每次他们回家时，总是汗流浃背，
衣服湿了一大片。看到这些，我感到我们现在的生活非常幸
福，我为我以往在家浪费粮食的行为而感到惭愧，可耻。

为了让全班同学都有节约粮食的好习惯，我决定带头做一个
好榜样。吃饭的时候，吃不完的饭菜不要浪费，也不能挑食。



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真正做好“光盘”行动的好榜样！
正如名言“珍惜粮食就是热爱生命。”我们如果每天节约一
粒粮食，那么一年就可以节约四千万吨左右的粮食，也就可
以帮助在山区里的贫困人家3.5亿多户。

每当我端起饭碗，就提醒自己牢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
易。”节约粮食是我们的使命，刻不容缓。为了把我们的家
园建设的更加美好，从自身做起，让我们珍惜每一粒粮食吧！

中国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论文篇三

粮食安全对于中国这个人口大国而言，关系重大。现在中国
的粮食安全保障水平很高，粮食供给总量充足，库存水平较
高。但中国粮食生产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突出表现为大
豆、玉米等杂粮缺口较大，而稻谷出现了阶段性过剩的情况。

为了保障粮食安全，中国多措并举：第一，实施党政同责政
策，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各地粮食的播种面积总体实现稳
中有增;第二，大力培育推广优良品种，达到粮食产量的增
长;第三，在极端灾害天气发生后，采取补种、田间管理等补
救措施，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最后，提高最低收购价格，并
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覆盖范围和力度，进而提升农民生产积
极性。

中国把自身的粮食安全问题解决好，就是对全球粮食安全的
贡献。和美国将粮食援助作为政治外交手段不同，中国与世
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组织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21年，国际粮食减损大会在xx
召开，有利于凝聚国际社会在粮食减损方面的共识，构建全
球共同节粮减损的良好氛围，增强疫情下世界粮食安全韧性，
推动形成长效合作机制，扩大全球农业合作。

除了保障中国14亿人的饭碗，中国还积极承担大国义务，向



全球低收入国家和粮食危机比较严重的国家提供粮食援助，
帮助他们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缓解粮食危机。同时开展技术
合作，派遣科技人员到发展中国家，推广中国的杂交稻等农
业技术和先进机械，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粮食产量。

当前，中国的粮食安全仍面临许多挑战。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国际市场上粮食供应链不稳定，对粮食进口的影响不可
忽视。从国内生产的角度看，中国资源有限，对于耕地的保
护建设仍需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也有待提高，当今生物技术突
飞猛进，中国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部分农业机械有待升
级。另外，农民的利益问题难以解决，农民收入过低，大量
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导致农村无人种粮。

面对国际粮食市场的波动，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
理，通过国际合作来增强供应链的稳定性。对内，首先要保
护和建设耕地，稳定粮食的种植面积;其次，要调整粮食产业
结构，扩大大豆油料的种植面积。同时，使用无人机等智能
设备，提高农机装备水平，推动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可以
有效解决劳动力减少的问题。通过以上措施，在保障本国粮
食安全的同时，为世界做出示范。

中国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论文篇四

不错，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早已解决了旧中国几千年没法解决的人民吃饭问题。我
们应该为之自豪！可是，透过下面的数字，我们也应该看到，
沉重的人口包袱不仅使吃饭成为一个大问题，而且也影响着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

有这么一组数据。2000年我国谷物、棉花，肉类的产量均占
世界第一位。可是按人口平均，人均有粮食仅362公斤，比世
界平均水平还低，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的国家。更令人感慨
的是，新中国的今天不是比一千多年前的唐宋王朝不知多了
多少倍吗？可是由于人口猛增，人均占有粮食竟比唐宋时代



还少了200多公斤。

有人打过这样一个比方，12亿人口的嘴加在一起，比世界上
最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还要大。这真是一张大嘴！光是每
年新增加的一千五百万人就要吃50亿公斤的粮食！所以，增
产粮食，节约粮食，对我们的国家更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中国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论文篇五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抗疫情、抓春播，防
夏汛、抓田管，战旱情、保浇水，各地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成果来之不易，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把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
变化趋势，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大食物观的实践要求，对新
时代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食
物消费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践行大食物观，首先要树立大资源观。立足我国人多地少的
基本国情，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全方位、多途
径开发食物资源，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
渔、宜林则林，开发丰富多样的食物品种。向森林要食物，
发展木本粮油、森林食品；向草原要食物，推动草原畜牧业
集约化发展；向江河湖海要食物，稳定水产养殖，积极发展
远洋渔业，提高渔业发展质量；向设施农业要食物，探索发
展智慧农业、植物工厂，有效缓解我国农业资源的瓶颈约束。
从传统农作物和畜禽资源向更丰富的生物资源拓展，发展生
物科技、生物产业，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其
次要树立大农业观。坚持以粮食生产为基础，统筹粮经饲生
产，推动种养加一体，农林牧渔结合，促进农业供给体系结
构优化、高质高效，推动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
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第三要树
立大市场观。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断增强粮食和食物产业链供应
链韧性，全面提升粮食、肉类、蔬菜等各类食物保供能力和
水平；另一方面，进一步从战略上提升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的能力，畅通国内国际农业食品循环，提高农
业食品国际供应链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践行大食物观，需要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食品安全。
粮食安全是基础，必须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把中国人
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生态安全是底线，面向整个国
土资源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需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更加注重保护资源和环境，实现食物
资源开发和生产绿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食品安全是红线，
食物来源更加多元，对食品安全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坚持
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
问责，强化食品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吃得安全、吃得健
康。要加强战略布局、突出重点环节，加快构建以粮食安全
为基础、以确保食物有效供给为目标的粮食安全综合保障体
系。

更好树立大食物观、践行大食物观，一定能为把饭碗牢牢端
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更有力支撑。

中国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论文篇六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办好农村的事情，关键在党。在
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党都始终高度重视、认真
对待、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始终牢牢掌握对农村工作的
领导权。

雁飞千里靠头雁。做好“三农”工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各级党委和党组织必须加强领导，汇聚起全党上下、社会各
方的强大力量。2019年党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
条例》，这是我们党历史上首部规范农村工作的专门党内法



规。条例把党管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细化成具体的规定，实
现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从制度机制上把加强党的领导落
实到了“三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各级党委要扛起政治
责任，坚持工业农业一起抓、坚持城市农村一起抓，把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以更大力度推动乡村振兴。
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要把主
要精力放在“三农”工作上，当好乡村振兴的“一线总指
挥”。县以上各级党委要发挥好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抓总、
统筹协调作用，健全议事协调、督查考核等机制。

“村看村、户看户、农民看支部”，“给钱给物，还要建个
好支部”。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关
键。无论农村社会结构如何变化，无论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如
何发育成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战斗堡
垒作用不能削弱。我们要扩大农村党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面，
加大培养青年党员力度，提高基层党组织为群众服务意识，
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宣传党
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
动改革发展等方面的战斗堡垒作用。

“三农”工作领域的领导干部要抓紧提高“三农”工作本领。
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要懂“三农”工作、会抓“三农”
工作，分管领导要真正成为“三农”工作的行家里手。认真
学习“三农”领域相关的专业知识，深入田间地头调查研究，
真正了解农民诉求和期盼，真心实意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
中的实际问题，推动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农村政策千条万条，最终都
得靠基层干部来落实。我国有几百万农村基层干部，常年风
里来雨里去，同农民直接打交道，是推动农村发展、维护社
会稳定的基本力量。对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政治上要信任，
工作上要依靠，生活上要关心。要完善农村基层干部选拔任
用制度，打造一支高素质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加大
从优秀村干部中考录乡镇公务员和乡镇领导干部力度，为加



强农村社会治理服务充实新生力量。建立稳定的村级组织运
转和基本公共服务经费保障制度，提高农村基层干部报酬待
遇和社会保障水平。加强农村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和监督管理
力度，引导他们提高为民服务本领、强化廉洁履职意识，为
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贡献力量。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
农民必须富。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
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今年将召开党
的_，做好“三农”工作、稳定“三农”这个基本盘，对于保
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具有特殊重要
意义。我们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守
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扎实有
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突出年度
性任务、针对性举措、实效性导向，推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中国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论文篇七

经过8年持续奋斗，我们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
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
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一项重大任务。党的_报告中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概括，
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
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
其中，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总方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
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制度保障。我们要走好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持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让低收入
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共享发展成果，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
赶上来。

为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我们
党设立了二者的过渡期。对现有帮扶政策逐项分类优化调整，
合理把握调整节奏、力度、时限，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
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2021年是过渡期的
第一年，脱贫地区发展基础总体仍然比较薄弱，部分脱贫农
民存在返贫风险。

我们要坚决守住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不留空档，政策不留空白。健全
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对易返贫致贫人口实施常态
化监测，重点监测收入水平变化和“两不愁三保障”巩固情
况，继续精准施策。对脱贫地区产业帮扶还要继续，补上技
术、设施、营销等短板，促进产业提档升级。强化易地搬迁
后续扶持，多渠道促进就业，加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搞好社会管理，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

对脱贫地区来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是另起炉灶，而是要
接续推进农业农村发展。我们要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倾斜支持力度，抓紧完善和落实监测帮扶机制，加强产业和
就业帮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深入推进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
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扎实推进乡村建设，以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为抓手，立足现有村庄基础，重点加强普
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
逐步使农村具备基本现代生活条件。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迈进的历史关口，在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经完成的形势下，
在新冠疫情加剧世界动荡变革的特殊时刻，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需要
全党高度重视的一个关系大局的重大问题。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要完善政策
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
的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
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中国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论文篇八

斯里兰卡总理古纳瓦德纳在视频致辞中说，提高水稻产量对
于解决粮食危机、保障粮食安全和减少贫困至关重要。中国
科学家成功培育出高产水稻品种，将其推广到其他国家，这
有助于这些国家实现水稻自给自足，从而实现粮食安全。

“包括莫桑比克在内的许多非洲国家受益于杂交水稻技
术。”莫桑比克驻华大使古斯塔瓦说，中国通过与非洲国家
共享农作物种植技术，持续助力提高非洲国家农业生产力，
帮助当地民众摆脱贫困。这种援助模式注重实效，增强了农
民自身的生产能力。

“中国在数十年间一直致力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杂交水
稻技术，这一做法得到全球赞誉。”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
雷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杂交水稻援助已成为中国对外援
助的标志性项目，是真挚情谊和良好互信关系的体现。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持续向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
提供农业技术支持，帮助各国加强农业能力建设。“中国
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农业合作，成立农业示范中心，开
展农业人才培训，提供大量粮食援助。”国家国际发展合作
署署长罗照辉介绍说。



“粮食与营养安全不仅是单个国家的问题，更是一个全球性
议题，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
在视频致辞中说，中方在农业灌溉方面的投入和对订单农业
的推动等使津方持续受益，增加了津巴布韦农业生产总产量。
他表示，津方愿与中方及其他国家继续加强农业合作，进一
步巩固和推进世界粮食安全。

目前，全球粮食安全面临新的挑战。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有
祥表示，中方将在提升国内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同时，进一
步深化农业对外开放合作，推动农业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把杂交水稻国际合作作为共促全球粮食安全的重要内容，为
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更多中国贡献。

本次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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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约60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中国援
外相关部门负责人、国内媒体代表等170余人出席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