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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好为民服务“一张网”

本版编辑 梁剑箫 丁 鑫 来稿邮箱 mzjjgc@163.com

珍惜和节约每一粒粮食，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和长效治理。从粮

食“产购储加销”全产业链每一个环节入手系统治理，推动节粮减损向深层

次迈进。把反食品浪费法、粮食安全保障法真正落到实处，依法加强粮食浪

费现象的治理，让节约粮食成为人们日常遵守的行为习惯。

徐 骏作（新华社发）

每 一 粒 粮 食 都 应 珍 惜

健全

﹃
过紧日子

﹄
长效机制

黄铁苗

麦熟一晌，夏粮收购将陆续开启。最

近，一个有关农民售粮的视频引发不小关

注。湖北某地一个收粮站内，一个皮肤黝

黑的农民卸完粮后，小心翼翼地把剩在运

粮车上的麦粒一粒粒扒下来。他说，这是

粮食啊，要颗粒归仓。每一粒粮食都值得

尊重。现在小麦价格不高，几粒粮食值不

了几个钱，但那是他用汗水辛勤浇灌出来

的粮食，只有颗粒归仓，才能对得起他的

付出，才能让他心安。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餐，粒粒皆辛苦。每一粒粮食背后都凝结

着农民的汗水，也是国家和地方拿出真金

白银支持的结果。为了支持粮食生产，国

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补贴+价格+

保险”的“三位一体”农民种粮收益保障

机制，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珍惜和节约

每一粒粮食，不只是农民的事情，而是每

一个人都应该做到的事。

近年来，我国实施粮食节约行动，节

约粮食、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然

而，一些人刚过了几天吃饱喝足的好日

子，就开始不把粮食当回事，甚至做出一

些极为不当、引起全国人民反感的事情。

前段时间发生的几件事情让人心里

很不是滋味。一则是大连一些烤肉店烤

肉时用玉米粒做燃料，声称这样烤出来

的 肉 有 玉 米 清 香 ，被 顾 客 发 现 后 曝 光。

另一则是浙江某地一男子驾驶越野车在

麦田里行驶，肆意碾压小麦，承包户报了

警，他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不认识小麦，

错 把 小 麦 当 荒 草 。 这 些 事 件 虽 属 极 个

别，但也说明当前一些人的粮食安全意

识极为淡漠，才会心安理得地用粮食做

燃料，甚至肆意破坏践踏小麦青苗。加

大粮食安全宣传力度，增强珍惜爱护粮

食意识，刻不容缓。

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粮

食 关 系 每 一 个 人 的 生 存 安 全 、 生 命 安

全，关系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我

国粮食连续多年丰收，库存充足，人均

粮食占有量达到 493 公斤，高于国际公

认的粮食安全线。在大食物观引领下，

我国不断拓宽食物边界，食物盘子越做

越 大 ， 中 国 人 餐 桌 上 的 食 物 越 来 越 丰

富，不仅能吃得饱，还能吃得好、吃得

营 养 、 吃 得 健 康 。 不 过 ， 从 中 长 期 来

看，我国粮食供求紧平衡的问题没有得

到根本解决，粮食结构性短缺问题还没

有解决，进口粮食受制于国际环境的不

确 定 性 。 从 世 界 范 围 看 ， 饥 饿 从 未 远

离 。 根 据 最 新 一 期 《全 球 粮 食 危 机 报

告》，2023年 5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2.82亿

人面临严重的突发性饥饿问题，比上一

年增加了 2400 万人，一些地区粮食安全

状 况 急 剧 恶 化 ， 儿 童 饿 死 的 悲 剧 仍 有

发生。

珍惜和节约每一粒粮食，与每一个

人的幸福生活息息相关，也是关系国家

粮食安全的大事。要加强粮食安全科普

教育，普及农业知识、粮食安全知识，

提升全民粮食安全意识，让每个中国人

都认识到珍惜粮食的重要性。要让人们

知道，粮食安全包括数量安全、质量安

全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要确保产得出

足够多、足够好的粮食，还要确保买得

到、买得起粮食。粮食不只是抽象的名

词，而是一株株水稻、一粒粒小麦、一

穗 穗 玉 米 。 粮 食 科 普 教 育 要 从 娃 娃 抓

起，让孩子们走进农田，了解小麦、水

稻、玉米等各种谷物播种插秧、施肥打

药、收割、晾晒等生产环节，能够分得

清五谷杂粮，体会稼穑之艰难，才会珍惜

得来不易的粮食。

珍惜和节约每一粒粮食，要坚持系

统治理、依法治理和长效治理。从粮食

“产购储加销”全产业链每一个环节入手

系 统 治 理 ，推 动 节 粮 减 损 向 深 层 次 迈

进。把反食品浪费法、粮食安全保障法

真正落到实处，依法加强粮食浪费现象

的治理，让节约粮食成为人们日常遵守

的行为习惯。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

行业引导、公众参与的粮食节约长效治

理机制，突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强化

刚 性 制 度 约

束 ，推 动 粮

食 全 产 业 链

各 环 节 节 约

减 损 取 得 实

效 ，为 加 快

构 建 更 高 水

平 的 国 家 粮

食 安 全 保 障

体 系 奠 定 坚

实基础。

财政部前不久印发通知，从强化预算约

束角度，对中央部门和地方财政落实党政机

关习惯过紧日子提出明确要求，督促各地区

各部门坚持过紧日子不放松。今年的《政府

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各级政府要习惯过紧

日子，体现了督促“过紧日子”不放松的坚定

决心。

不过，在现实中，“过紧日子”的思想树

立得还不够牢固，例如有些地方政府政绩观

错位，热衷于搞一些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政绩工程”；还有的部门秉持“有钱不花，过

期作废”的错误观念，以预算内支出没有用

完为借口搞年底突击花钱，造成大量资金浪

费。这些做法都与党中央要求的“过紧日

子”相背离，不仅造成了大量浪费，而且极易

滋生腐败，助长不正之风。对此，应多措并

举，健全“过紧日子”长效机制。

将“过紧日子”作为基础性制度贯彻执

行。完善制度体系建设，加强包括党政机关

预算编制、预算执行、绩效评价、绩效运用等

在内的规范性制度建设。各级党政部门要

严格按照党中央要求，本着“过紧日子”精神

开展各机关单位的预算编制，“该不该花、要

花多少、怎么花法”都必须经过充分酝酿讨

论并严格履行审批程序。加强对“三公”经

费预算审批，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尽量压

缩会议等公务活动支出，细化资产配置标

准，规范公务用车支出，严控政府采购，加强

专项资金审批等，从源头减少财政资金的浪

费。同时，对涉及民生的事项要确保资金充

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严格把控各级党政部门预算执行的过

程。坚决按照预算标准执行，不可在制度上

一套而行动上是另一套，使预算编制成为摆

设。将预算执行与审批的各环节明确到具

体个人，对违法违规行为，立刻严肃查处、通

报曝光，让财政纪律成为不可触碰的“高压

线”。加强对各党政机关财政资金运用的绩效评价，从资金的使用数量、

使用效率、使用结果和民众的满意度等维度进行评价，形成“花钱必问

效、无效要问责、低效多压减、有效多安排”的硬约束机制。高度重视各

单位财政资金运用的绩效评价结果，并将其运用到各种评奖评优乃至干

部升迁评价机制。

加大监督力度，营造严抓严管新常态。构建完善的监督体系，打造

财政部门主动监督、有关部门依责监督、单位内部自我监督、社会各界依

法监督的监督体制，同时要积极发挥信息技术在监督中的促进作用，推

动各党政机关财政资金在阳光下运行，避免资金浪费。财政部门要主动

加强对党政机关财政资金使用监督，强化监督意识，确保各部门资金使

用符合财政预算编制，坚决避免资金审批后不管不顾。对挪用和滥用财

政资金的行为，财政部门要严肃处理。各有关部门应协调配合，对财政

资金使用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监督。推动与巡察监督、纪检监督、审计监

督的横向协调，强化纵向联动。各党政机关内部要加强自我监督，增强

资金节约意识，提升单位内部自我监督水平，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积极

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手段，创新对各级党政部门财政资金监

督的方式方法，提高监督的科学性、准确性、有效性。

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数据
显示，自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上线 5年来，平
台实名注册用户数量已超过8.9亿，推动各
地区各部门平台数据共享超过 5400 亿次，
全国政务服务“一张网”正在加速形成。当
前，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和数字化转型背
景下，政务服务正逐渐向数字化、网络化和
智能化方向发展。各地区各部门的政务服
务也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纵横贯通，为实
现全国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提供了重要支
撑，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获得感，在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数字政
府建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接下来，
应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平台功能和服务，推
出更多利企便民举措，实现政务服务现代
化，提高政府效能，不断提升企业和群众的
满意度、获得感。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