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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深一度

9月24日，山东中裕食品公司投资建设的30万吨面粉加
工厂正式落户安徽省阜南县粮食产业园。至此，阜南县通过
建链、补链、强链，构建起产购储加销全产业链经营模式，推动
粮食产业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实现由产粮大县向粮食产业
强县迈进。

地处安徽西北部的阜南县属于典型的粮食生产大县、产
业弱县，域内没有一家像样的粮食加工企业。当地农民主要
以卖原粮为主，种粮收益低。2018年以来，阜南县以优质粮
食工程为抓手，通过引入中化农业、中粮贸易、山东中裕等骨
干龙头企业打造粮食全产业链，通过优粮优产带动，向优购、
优储、优加、优销延伸，实现“五优联动”。今年优质小麦订单
种植面积达30万亩。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规划建设司副司长晁铭波告诉经
济日报记者，山东中裕投资建设的面粉加工厂建成后，将带
动当地60万亩优质小麦就地加工转化，并帮助延伸粮食产
业链，提升价值链，逐步形成一个全程优质、全链提升的粮
食产业集群，以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稳定脱贫、促进乡
村振兴。

通过实施优质粮食工程，阜南县绿色优质粮食供给大幅
增加，促进了农民增收、企业增效，乡村振兴“阜南样板”成效
初显。粮食产业由粗放式经营向精细化管理转变，当地160
多个小麦品种减少至6个优良品种，开展“一村一品”整村式
推进，适度规模化订单种植，实现优粮优质优价，缓解了“谷贱
伤农”现象。通过建设30万亩优质小麦基地，每亩助农增收
200多元，逐步建立起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实现了精准扶贫
由“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

以前该县大部分合作社缺乏实体经济支撑，没有发挥出
联农带农富农作用。两年来，中粮贸易联合18家合作社组建
现代粮食产业化联合体；中化农业建成MAP现代农技服务
中心，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两家央企带动87家合作社
和近20万农户“种出好品质、卖出好价钱”，粮食市场化收购
比重大幅提高，实现了合作社发展由单打独斗向抱团发展转
变，合作社带领农户走上了共同富裕之路。

谷为民命，食为政首。随着新冠肺炎疫
情蔓延，粮食安全问题一度成为全球关注的
焦点。联合国最新报告预测，到今年底，全球
因疫情陷入长期饥饿状态的人口可能达到
1.3亿人。与严峻国际环境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完全有
能力保证国内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粮食
安全安如泰山。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始终立
足国内，高度重视粮食工作的伟大成就。

我国是粮食产业大国。2015年以来，粮
食产量始终稳定在6.6亿吨左右。2019年，
我国粮食总产量达 6.64 亿吨，同比增长
0.9%，创历史新高。粮食库存储备充裕，口
粮库存处于历史最好水平，小麦、稻谷等口
粮品种自给率 98%以上。全国粮食加工业

转化效率稳步提高，加工转化规模达5.5亿
吨 ，近 3 年 来 年 均 增 长 4.6% ，转 化 率 达
83.3%。粮油加工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3.08
万亿元，同比增长6.1%。粮食加工企业逐步
向规模化、集团化方向发展，市场竞争力不
断加强，涌现出了一大批知名企业。粮食市
场体系不断完善，粮食及制品销售呈现多层
次、多渠道、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态势。

不过，与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相比，我
国还不是粮食产业强国。粮食加工初级产
品多，精深加工产品与副产物综合利用少；
传统工艺多，新技术、新工艺少；产业趋同
多，特色产品少。粮食及制品的科技含量和
附加值不高，副产品综合利用不足。

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发展是解决当前
粮食产业不平衡不充分不匹配发展、加快建
设粮食产业强国的有效途径。提升我国粮
食产购储加销协同发展应使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

积极作用，培育壮大市场主体，使其具备向
前向后延伸的能力，提升粮食产业链协同发
展水平，加快推进粮食产业强国建设。

首先，加强主体培育。一是稳步提高农
民组织化程度。鼓励农民兴办多元化、多类
型合作社；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广泛开展
合作社带头人、经营管理人员和辅导员培训，
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合作社工作。二是推动国
有粮食企业改革，大力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有
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股权多元化，完
善企业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其次，优化宏观调控。一是创新完善粮食
支持政策。以稳定粮食生产为出发点，适度调
整种植结构，调整补贴方式和支持重点，引导
提升良种良法优品比重。加快构建粮食产购
储加销体系，健全完善统一高效的防范化解粮
食领域重大风险常态化机制。二是完善粮食
应急供应体系，确保一定的覆盖面且布局合理
平衡。三是完善相关配套服务。加强现代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农业物联网等新基建设
施，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实施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再次，强化产业链协同。一是支持和鼓励
产销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建立形式多样、长
期稳定的粮食产销协作机制和经济利益补偿
机制。二是紧紧围绕“农头工尾”“粮头食尾”，
着力开发粮食精深加工产品，加强主食产品与
其他食品的融合创新，延伸粮食产业链条。三
是创建粮食产业集群。创新粮食企业发展，积
极建设产能集聚、技术领先、功能合理、协同发
展、产业关联度高的粮食产业集群和产业园
区。四是着力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积极
发展订单农业，农企共担风险、共享利益，形成
政府调控市场、市场牵引龙头、龙头带动基地、
基地连接农户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新格局。

（作者为国家粮食安全政策专家咨询委
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
副理事长、执行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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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建三江分公司收割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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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强,粮食安。粮食是安天下、稳民
心、惠民生的战略产业，发展粮食产业是确
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选择。

近年来，我国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
发展理念引领下，以优质粮食工程为抓手，
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由粮食生产大国
阔步迈向粮食产业强国，让粮食安全跃上新
台阶，“中国粮食、中国饭碗”成色更足。

粮食安全经受住大考

秋风渐起,在浙江湖州一片片稻田里,
沉甸甸的稻穗随微风荡漾，呈现一幅美丽的
丰收图景。湖州市曾经是我国重要粮食主
产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湖州从主产
区变为主销区，粮食自给率下降至38%，粮
食安全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

作为“两山”理论发源地，近年来湖州市
在粮食产业发展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湖
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王坚告诉记
者，湖州从国有粮食仓储资源入手，依托优
质粮食工程，整合域内粮食产业资源，打造

“国有粮库+加工企业+种粮农户”全产业链
经营模式，做大做强湖州大米产业。

粮食产业强，粮食安全水平就高。新冠
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我国粮食安全经受住了
大考和检验，保持了粮油市场平稳运行，没
有发生粮食市场断档、脱销问题。特别是中
粮集团等企业积极响应国家抗疫号召，应急
保供开工复产，全力做好粮油应急加工和市
场保供稳价工作，确保了粮油市场供应充
足、价格稳定。

立足“两个大局”，如何在现有基础上，
进一步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国家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张务锋认为，在更高层次
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就要认真落实新发展
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认真实施国家粮食
安全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优质粮
食工程、加快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延伸粮
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着力构
建现代化粮食产业体系。

优质粮食工程是加快粮食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抓手。2017年实施优质粮食
工程以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资金215亿
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600多亿元；建成
粮食产后服务中心4000多个，新建和改造
提升粮食质检机构1500余个，各省份规划
扶持好粮油示范县389个，培育壮大2000
多个产业融合好、经济效益优、关键时刻
靠得住用得上的粮油企业，吉林大米、山
西小米、齐鲁粮油等一批区域品牌知名度
美誉度快速上升，粮食产业迈入高质量发
展新阶段，形成粮食兴、产业旺、经济强的
良性循环。

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今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
现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
年，明年“三农”工作重心将全面转向乡村振
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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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关
键是产业要振兴。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
加快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能够振兴乡村产
业，有效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使农民分享加工、流通环节的增值，农业、农
村分享粮食产业发展成果，助力农民加快脱
贫致富奔小康。

对于安徽阜南县苗集镇幸福村村支书
王世伟来说，今年让他特别有获得感的一件
事情，就是他们村去年秋天与中化农业签订
了4500亩优质小麦订单，今年夏天小麦丰
收，平均亩产量达到1000斤，每亩增收200
元左右。

阜南县是粮食生产大县，域内没有一家
像样的骨干龙头企业。2018年以来，阜南
县依托优质粮食工程，引进中化农业、中粮
贸易、山东中裕等骨干龙头企业，打造优质
小麦全产业链经营模式，通过建链、补链、强
链，不断做大做强粮食产业。

目前，我国产粮大县面临的一个共性问
题就是粮食产业不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通过几年努力，着力打造“阜南样板”，
致力于解决产粮大县粮食产业不强的问
题。今年，依托中化等龙头骨干企业，在全
国多个国家级贫困县推广“阜南样板”。

加快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今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十四五”谋
划之年。张务锋认为，“十四五”时期是打造
优质粮食工程升级版的关键期，是粮食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立足现有基础，对应

“十四五”期末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两个时点，初步考虑，到2025年粮食产业
体系更加完善，粮食产业发展质量效益和市

场竞争力持续提高，防范化解粮食领域风险
挑战能力显著增强。到2035年，建立起现
代化粮食产业体系，基本实现建设粮食产业
强国目标。

当前，我国粮食供求结构性矛盾仍较突
出，优质粮油产品供给不足；粮食加工企业
多而不强，产业链条短、融合程度低；粮食科
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质量效益不高。今后
几年，如何更好实现发展动能由政策支持和
要素支撑为主向创新驱动主导转变、发展路
径由各环节分散经营向产购储加销一体化
转变、发展目标由注重规模扩张向注重质量
效益提高转变，都是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粮食产业竞争最终是全产业链竞争。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黑龙江九三、山
东中裕、内蒙古恒丰、吉林东福、湖北福娃等
国内知名粮油加工企业都通过构建全产业
链经营模式，在竞争中取得了不错成绩。山
东滨州、黑龙江五常、河南漯河等主产区整
合域内资源，构建粮食全产业链经营模式，
推动产粮大县向粮食产业强县转型。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突出抓好‘五

优联动’‘三链协同’和‘六项行动’，激发市场
活力、优化产品结构、壮大粮食企业、提升产
业素质、促进农民增收，不断开创优质粮食工
程建设和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张
务锋说。要充分发挥加工环节的引擎作用、
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品牌标准的引领作用
等，加速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发展。要坚持

“三链协同”，增创现代化粮食产业发展新优
势。要实施粮食绿色仓储提升行动、粮机装
备加工提升行动、粮食供给品质提升行动、粮
油品牌营销提升行动、粮食质量追溯提升行
动和粮食应急能力提升行动等“六项行动”，
持续放大优质粮食工程实施成效。

如今,中国经济已步入共享经济时代,
资源整合与共享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然要
求。据了解，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依托国
家粮食交易中心建设一个全国性粮食资源
共享平台，把遍布全国的粮食产后服务中
心、粮食质量检测中心、大大小小粮库、3万
多家粮食企业以及近5万家粮油店，用网络
连接在一起，真正实现全国范围内粮食产业
资源共享、资源对接，促进资源有效整合。

金秋时节，稻谷飘香。浙江湖州市南浔区练市镇蔡家桥村
种粮大户蒋如发的1000多亩水稻一片金黄。他家的水稻很快
就能收割了，预计又是一个丰收年。湖州市今年增加市级粮食
储备规模，蒋如发的水稻有可能被纳入市级储备订单。如此，水
稻销售价格就能在最低收购价基础上加价收购，每斤水稻价格
有望达到1.5元以上。

蒋如发是浙江省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受益者之一。进入
新时代，“粮食生产与消费需求、粮食储备与口粮消费匹配度不
高”成为制约浙江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痛点。在粮食生产方
面，种粮农民对政府订单收购的依赖性越来越大，且片面追求产
量忽视质量。在粮食储备方面，粮食收购储存不分品种，储备粮
品质不适应市场需求。在粮食产业方面，加工企业缺少本地优
质粮源支撑，市场竞争处于劣势。要解决上述问题，关键就是要
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促进产购储加销全
程优质、全链提升，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浙江省以“五优联动”为抓手，通过改革储备粮轮换机制，盘
活部分储备粮资源服务产业发展，实现粮食产业各环节良性循
环，达到农民增收、企业盈利、政府减亏、消费者获益的共赢目
标。试点地区安排一定数量的地方储备规模，通过公开招标、竞
争性谈判等方式确定试点加工企业。由试点加工企业选择优质
晚稻品种，通过政府储备订单落实到种粮大户，引导农民规模化
连片种植优质晚稻。订单收购结算价格由各地按照“优质优价”
原则确定，也可按照晚稻最低收购价和试点加工企业加价确定，
同时享受政府订单奖励。收储的优质晚稻采取单收单储，应用
气调、低温或准低温储存等保质保鲜技术，一年一轮换，均衡出
库用于试点加工企业生产品牌大米。

浙江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周维亮表示，浙江结合国家
优质粮食工程建设，以市场化为主线，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
项目建设为支撑，大力推进“五优联动”提质扩面，着力在优化口
粮品种、加大粮食加工企业扶持力度、加快粮食科技成果转化、
打造优质粮食品牌等方面下功夫，实现粮食产业创新发展、转型
升级、提质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