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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购销一头连着生产者，一头连着消费者，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

环节。应建立监管新模式，持续深化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充分

运用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实现粮食购销全过程可追溯、流程可管控，确保储

备粮储存更安全。

徐 骏作（新华社发）

坚定推进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

优化天然气利用推动能源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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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 食 是 关 系 国 计 民 生 的 特 殊 重 要

商 品 ， 粮 食 购 销 市 场 化 改 革 潮 流 不

可 逆 转 。 党 的 二 十 届 三 中 全 会 通 过

的 《中 共 中 央 关 于 进 一 步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 推 进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决 定》

强 调 ， 统 筹 推 进 粮 食 购 销 和 储 备 管

理 体 制 机 制 改 革 ， 建 立 监 管 新 模

式 。 对 此 ， 要 进 一 步 深 化 粮 食 购 销

体 制 机 制 改 革 ， 充 分 发 挥 市 场 配 置

资 源 的 决 定 性 作 用 ， 更 好 发 挥 储 备

粮 稳 市 、 恤 农 等 作 用 ， 保 障 国 家 粮

食 安 全 。

粮 食 购 销 一 头 连 着 生 产 者 ， 一 头

连 着 消 费 者 ， 是 保 障 粮 食 安 全 的 重

要 环 节 。 我 国 粮 食 购 销 管 理 体 制 机

制 改 革 波 澜 壮 阔 ， 经 历 了 从 统 购 统

销 到 全 面 市 场 化 的 重 大 而 深 刻 的 转

变 ， 背 后 是 粮 食 供 求 实 现 了 由 长 期

短 缺 到 总 量 基 本 平 衡 、 丰 年 有 余 的

历 史 性 跨 越 。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 我 国

深 入 推 进 农 村 改 革 ， 实 行 家 庭 联 产

承 包 责 任 制 ， 调 动 了 农 民 生 产 积 极

性 ， 粮 食 产 量 连 年 大 幅 增 长 。 在 此

基 础 上 ， 1985 年 ， 我 国 探 索 推 进 粮

食 购 销 管 理 体 制 机 制 改 革 ， 取 消 粮

食 统 购 ， 实 行 合 同 定 购 ， 定 购 以 外

的 粮 食 可 以 自 由 上 市 ； 1993 年 ， 取

消 粮 食 统 销 ， 放 开 粮 食 价 格 和 经

营 ， 告 别 了 “ 粮 票 时 代 ”； 2004 年 ，

全 面 放 开 粮 食 购 销 市 场 、 粮 食 价

格 ， 彻 底 结 束 统 购 统 销 ， 至 今 已 有

20 年 时 间 。

实 施 粮 食 购 销 市 场 化 改 革 ， 彻 底

改 变 了 国 有 企 业 垄 断 粮 食 购 销 的 局

面 ， 国 有 企 业 、 私 营 企 业 、 个 体 粮

贩 、 用 粮 单 位 、 加 工 企 业 等 多 元 化 经

营 主 体 可 以 平 等 自 由 地 进 入 市 场 购 销

粮 食 ， 参 与 市 场 竞 争 ， 在 调 动 农 民 种

粮 积 极 性 、 促 进 粮 食 增 产 、 推 动 粮 食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方 面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 2004 年 以 来 ， 我 国 粮 食 生 产 实 现

“ 二 十 连 丰 ”， 全 国 粮 食 总 产 量 从 2004

年 的 46947 万 吨 提 高 至 2023 年 的 69541

万 吨 ， 为 保 障 粮 食 安 全 奠 定 了 坚 实 基

础 。 在 保 障 粮 食 和 重 要 农 产 品 有 效 供

给 基 础 上 ， 我 国 以 粮 食 购 销 市 场 化 为

契 机 ， 深 入 推 进 农 业 结 构 调 整 ， 强 化

“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推动粮食生

产 、 仓 储 、 物 流 、 加 工 等 粮 食 流 通 各

环 节 有 机 衔 接 ， 构 建 粮 食 全 产 业 链 经

营 体 系 ， 促 进 粮 食 领 域 一 二 三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 粮 食 市 场 更 加 繁 荣 ， 产 品 更

加 丰 富 多 样 ， 基 本 形 成 大 粮 食 、 大 产

业、大流通、大市场的新发展格局。

粮 食 购 销 市 场 全 面 放 开 后 ， 粮

食 价 格 在 国 内 外 各 种 因 素 叠 加 影

响 下 波 动 频 繁 。 价 格 的 暴 涨 暴 跌

会 影 响 种 粮 农 民 收 入 、 人 民 群 众

生 活 ， 影 响 物 价 稳 定 以 及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大 局 。 必 须 统 筹 考 虑 粮 食

购 销 改 革 与 储 备 管 理 机 制 改 革 ，

不 断 完 善 粮 食 储 备 体 系 ， 增 强 国

家 宏 观 调 控 能 力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 我 国 不 断 改 革 完 善 粮 食 储 备

管 理 体 制 机 制 ， 形 成 中 央 储 备 与

地 方 储 备 、 政 府 储 备 与 企 业 储 备

互 为 补 充 、 协 同 发 展 的 全 社 会 储

备 共 担 机 制 。 目 前 ， 已 经 逐 步 构

建 起 与 大 国 地 位 相 符 的 粮 食 储 备

体 系 ， 政 府 储 备 粮 规 模 结 构 布 局

持 续 优 化 ， 各 类 粮 食 企 业 库 存 处

于 较 高 水 平 ， 家 庭 储 粮 水 平 不 断

提 升 ， 全 社 会 储 粮 层 次 更 加 丰

富 ， 防 范 和 化 解 风 险 挑 战 的 能 力

持 续 提 升 ， 经 受 住 了 重 大 自 然 灾

害 、 重 大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的 一

次 次 考 验 。

也 要 看到，近些年来，粮食购销领

域“转圈粮”“空气粮”“人情粮”“国

皮民骨”“影子股东”等涉粮腐败问题

层出不穷，严重危 害 国 家 粮 食 安 全 和

人 民 群 众 利 益 。 应 建 立 监 管 新 模

式 ， 持 续 深 化 粮 食 购 销 领 域 腐 败 问

题 专 项 整

治 ， 充 分

运 用 信 息

化 智 能 化

技 术 ， 实

现 粮 食 购

销 全 过 程

可 追 溯 、

流 程 可 管

控 ， 确 保

储 备 粮储

存更安全 。

国家发展改革委前不久修订印发的《天然

气利用管理办法》，自 2024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天然气是优质高效、绿色清洁的低碳能源，以其

灵活高效的特性与新能源协同发展，可为加快

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提供有力支撑。《办法》结合国内外行业形势

变化，以“规范天然气利用，优化消费结构，提高

利用效率，促进节约使用，保障能源安全”为目

标，以更加强调市场导向、融合发展以及民生保

障为抓手，优化调整天然气利用方向及对应政

策举措，推动天然气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中发

挥更大作用。

当前，天然气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显著变

化。随着全球天然气供需格局深刻调整，国际

天然气市场将为我国天然气产业优化发展提供

广阔空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规

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

政策措施。这对天然气利用方式和发展方向提

出更高要求。天然气要从替代高碳高污染燃料

为主拓展转向替代高碳能源与支撑可再生能源

发展并重，主要发挥三方面作用：一是近中期作

为替代存量煤炭、石油等的主体品种；二是成长

为促进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伙伴；三

是发展为培育氢能等新能源产业的关键支撑。

还要注意到，天然气利用更加强调融合

发展。近年来，我国风电、光伏发电年均新

增装机容量超过 1 亿千瓦，占电力总装机容

量比重超过 37%，其间歇性、波动性特征对

天然气发电等灵活调节和支撑电源提出了

较为迫切的需求。与各类储调方式相比，天

然气发电具有灵活、高效、清洁、低碳等优

势，可作为近中期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

重要支撑。基于这些特点，应鼓励优先发展

调峰气电、天然气热电联产等，并允许因地

制宜建设各类气电项目（煤炭基地内除外），

这对于保障电力供应安全、提升新能源消纳

水平具有积极作用。还应鼓励发展与可再

生能源形成协同作用的天然气分布式能源

项目、带燃气补燃的太阳能热发电项目等，推动天然气与新能源可再生

能源多能互补、融合发展。

在交通领域，应考虑电气化等发展趋势，鼓励天然气在对动力性、续航

能力等要求高的重载车辆以及内河、远洋船舶及装备等方面的应用，与其他

燃料展开错位竞争。在氢能等新兴领域，从满足行业实际需求和扶植培育

产业角度出发，允许石化、钢铁企业配套天然气制氢装置发展，鼓励油气电

氢综合能源供应项目、终端天然气掺氢示范项目等建设，积极推动天然气的

安全高效利用。

此外，天然气利用要更加关注民生保障。天然气正成为满足我国城镇居

民炊事、热水、采暖等生活需要以及满足公共服务设施燃料需求的主要支撑品

种，北方清洁取暖特别是农村“煤改气”产生了较大用气需求。对此，应按照优

先保障居民、公共服务原则，继续优化举措、做好保障用气工作。对于已纳入

国家级规划且气源已落实、气价可承受的地区，要严格按照“以气定改”完成施

工的已建项目或实施新增的农村“煤改气”清洁取暖项目，衔接农村地区清洁

取暖相关政策，保障用气需求。合理控制农村清洁取暖“煤改气”，限制不符合

条件的农村清洁取暖项目上马，确保民生取暖用气持续安全稳定供应。

中国中小企业服务网近日正式上线。作
为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建设并运营的综合在
线服务平台，服务网通过政策、技术、服务“一
张网”汇集，为中小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建设中国中小企业服务网是构建优质高效服
务体系、支持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
措。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中小企业公共服
务体系建设，目前已有国家、省、市、县四级
1780多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机构，这是服务
中小企业的线下“一张网”，此次开通的则是
线上“一张网”。目前，线上“一张网”已经实
现了与现有省级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及地方服
务平台的连通，确保中小企业能够享受到

“7x24”小时的全天候、一站式智能服务。下
一步，应汇聚更多优质服务资源，推出更多服
务产品，加强线上线下联动，持续助力中小企
业高质量发展。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