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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节约粮食势在必行

1.1粮食浪费现象严重

（1）除去米粒大小、形状等差异，5 0 0 克大米约含两万

粒米粒，如果 14 亿人口每人平均每天浪费 1 粒米，我国每天

就会损失14 亿米粒60000 斤大米,而这些浪费的粮食可以养活

27 0 0 0 人，由此可以说明，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庞大，每个人

只要浪费一点粮食，我国就会损失庞大数额的粮食。（2）以

2011年的餐饮收入为样本，比2020年增长16.9%，收入20543

亿人民币，以 5% 的餐桌上的浪费平均值来计算，一年会浪费

近1000 多亿元。相当于浪费了200 亿公斤大米或5000 万人的

口粮。（3）根据专家针对不同类型城市剩余饭菜中的的营养

成分研究结果显示，按照10% 来计算，我国一年中浪费了2.6

亿人一年所需的蛋白质800万吨、1.3亿人一年所需的脂肪300

万吨，全国一半大学生一年的营养所需。而这仅是消费环节的

中的浪费，还不包括生产、流通以及生活中浪费的粮食数量，如

果完全计算，那么计算结果需要翻上几翻。

1.2大众缺乏节约粮食的意识

从保障粮食安全的措施来看，节约粮食与扩大粮食研发投资

和团队规模以提高生产水平和生产质量、扩大粮食种植面积来增

加粮食产量等传统手段相比，节约粮食影响力不大、获益少。因

此节约粮食这个观念在现代人眼中并没有像老一辈人那样在脑海

中根深蒂固，并没有意识到浪费粮食的严重性。结合中国的历史

因素，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提高，但是保留

的陋习却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中国人请客吃饭一般为了

面子一定要点的多，并且吃完的剩菜不会打包，打包一度被认为

是小气的表现，如果中国人不能改变这样的陋习，就会愈演愈

烈，后期想要改变它就会更加困难。

1.3节约粮食在突发事件中极为关键

节约粮食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极为关键，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

异常，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发生的频率也在增长，国际局势

动荡、冲突不断，粮食产量存在隐患。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更加

需要节约粮食。虽然我国这几年粮食逐年丰收，基本能够自给自

足，但不可忽视的是与此同时我国的粮食进口量也在增长，甚至

达到5.7亿的历史最高峰。然而现实是即使没有发生自然灾害或

较大冲突，我国的粮食资源仍然不乐观。第一，受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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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全球粮食产量普遍下降，国际经济萎靡不振，全球

农业大国都逐步的对粮食的出口进行限制，国际粮食市场供应

量一跌再跌。第二，我国粮食浪费数目惊人，约占粮食消耗

总量的60%，占国际市场贸易量的50% 左右，而国际市场贸易

量仅占我国粮食消耗总量的15%，因此我国通过国际市场对粮

食进行调节的量十分有限，无法从根本解决问题。

因此，结合上述因素，我们必须重视节约粮食的问题，如

果落实节约粮食的战略决策，那么我国的将会拥有非常可观的

粮食储备量。但是如果不能切实履行节约粮食的决策，那么这

种浪费之风就会愈演愈烈，再想扭转就很困难了。

2  我国粮食安全预测及应对战略

根据《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 — 2020 年）》

预测，我国2020 年的粮食总需求量约为5.73 亿 t，粮食生产

量约为5.4亿t，粮食供应漏洞约为0.33亿t。据专家预测，粮

食供应问题会逐渐严峻，甚至超过粮食总需求量的问题，节约粮

食已经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决策。落实节约粮食的战略决

策，难度足以与改变人类的生活习惯比肩，因此这是一场难打的

翻身仗，必须双管齐下才能打赢。

2.1建立健全《粮食法》

健全法律体制是落实节约粮食战略保障粮食安全最有效、最

直接的手段。建立健全《粮食法》等相关法律是社会和政府一直

认同的有效方式，但关于制定法律的相关问题很长时间都未得到

解决，直到2013年相关法律才被正式公布。但是《粮食法》中

与节约粮食有关的相关法律却少之又少，最重要的一点是相关法

律文件中并没有对浪费粮食等违反法律法规的现象设置相应的惩

罚机制。我国政府发布的关于节约粮食的办法的相关通知文件不

在少数，但是贯彻执行工作却不能落实。因此，《粮食法》必须

满足以下内容才能起作用：

（1）权责分明。第一，明确执法主体和它的管辖权，以及它

的职责和相应的奖惩条件。第二，明确监管的主体对象和它的管

辖权，以及它的监管方式。（2）完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

针对节约粮食出台相应的法律文件，要求具体，而不是总结出几

条法规而不细化，需要加大执法力度。（3）法律条文中必须要有

明确具体的奖惩说明，并且惩罚措施需要加重。第一，要注明对

执法和监管者的奖惩措施，需要让其明白法律层面上节约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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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如果执法者和监管者有不作为、工作懈怠、贪污

的行为就会收到严厉的处罚，进而让其不敢消极对待并积极落

实节约粮食的战略措施。第二，要注明对生产者的奖惩措施，

让生产者明白节约粮食光荣，奖励丰富；浪费粮食可耻，后

果很严重。第三，要注明对消费者的奖惩措施。要让节约粮

食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重要的环节顺利完成。要让消费群众

明白由于基数过大，浪费的粮食数据庞大的道理。

2.2加大节约粮食宣传力度

第一，宣传部门需要不断创新，结合当下流行的元素做出能

够吸引眼球的宣传作品，并且联系媒体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宣传，

加深人们的印象。第二，教育要从小抓起，从幼儿园开始就要灌

输节约粮食的美好品德，在教材中插入相关理念和题材，从小培

养节约粮食、杜绝浪费的习惯。第三，教育部门需要进行阶段性

定期教育，让节约粮食成为共识和常态。让人民群众在生活中自

觉的做到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3加强相关组织领导

第一，领导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各粮食行业要加强

管理，做好表率，带动人民节约粮食，杜绝浪费。此外，上

级部门要加强监管，落实责任人，杜绝不作为、散漫的工作

作风，对各部门提出高标准、高要求，切实完成各项工作。

第二，党员和干部要做好带头作用，从自身做起，对自己提

出要求，将节约粮食，拒绝铺张浪费落实到生活中，为人民

群众做好表率。第三，明确权责，落实到具体责任人。可以

健全节约粮食的管理体制，组织与节约粮食，反对铺张浪费有

关的活动，并且给予有关节约粮食行为的奖励，严厉打击铺张

浪费的行为。

3  结语

综上所述，节约粮食对发展到今天的中国来说是保障粮食

安全的战略性举措，对于员工和生产负责人来说，需要遵守法律

法规，同时上级部门也要加强监管。对于消费者来说，可以通过

精神教育和奖惩措施进行引导和鼓励，确保在保障粮食安全最重

要的环节顺利完成。与此同时，宣传部门也要加大宣传力度，各

部门团结一心，争取早日打赢节约粮食的翻身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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