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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是继脱贫攻坚战略之后，我国实施的

又一“三农”工作大战略，其中粮食问题是乡村振兴战

略的核心基石之一。当前，我国粮食安全问题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面：

1　数量不安全

这里，我用一组数据说明。2021 年中国粮食总产量

6.3276 亿吨，进口粮食 1.6 亿吨，较 2020 年增加 13.9%，

占我国当年粮食产量的 26%。也就是说，我国每消费 100

斤粮食中，大约有 26 斤是进口来的。其中，在我国所有

进口来源国中，美国为第一大粮食进口来源国，占我国

粮食进口比重达到 37.3%，其次是巴西，占到 35.3%。美

国和巴西两个国家合计进口数量占到我国粮食进口总量

的 73%。[1]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1 耕地和粮食种植面积不断下降

“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

根子。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经济作物、果树、蔬菜、苗

木花卉、养殖业、渔业等产业迅猛发展，加之城镇化步

伐迅猛发展，耕地和粮食种植面积不断下降。《第三次全

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数据显示，10 年间我国现有

耕地面积，实际上要比第二次全国国土调查的时候少了

1.13 亿亩，现有耕地面积约 19.18 亿亩。而那些减少了的

耕地面积，有的变成了园地（约 0.63 亿亩），有的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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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约 1.12 亿亩）。2021 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 17.64

亿亩。[2]

1.2 消费结构大量消耗粮食

我国的酿酒业、养殖业等大量消耗粮食。2021 年，

我国酒类消费约消耗粮食数量在 1800 万吨左右。全国

养殖业饲料消耗量约为 4.5 亿吨，占全国粮食总供给的

47%。加之，我国居民饮食方式造成大量的粮食浪费。

2021 年，我国城市餐饮浪费的粮食多达 300 亿斤左右。

1.3 粮食作务人员大量减少

随着种粮成本增加，粮食产值下降，我国目前农村

种植粮食人员急剧下降，基本为 50 岁以上人群，粮食种

植面临着年轻人“不愿种、不会种”的局面，影响粮食

种植的未来。据我们实际调查，周至县粮食种植面积不

足 10 万亩。周至县每年的储备粮轮换，80% 以上是从武

功、扶风等县收购的。

2　质量不安全

“食不净则多病，食不尽则多蝇”。

2.1 农药、化肥等导致的耕地和粮食质量不安全

粮食是事关人民基本生活的农产品，为了提高粮食

产量，过去农业生产大量依靠化肥、农药、薄膜等，由于

过度使用，部分耕地出现板结、酸化、塑膜化，带来严重

的源头污染问题，大量农药残留导致更高的健康风险。

2.2 各类食品添加剂导致的粮食质量不安全

个别粮食加工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掺杂使假，以次

充好，滥用添加剂等，导致不符合卫生标准的粮油流入

市场。

2.3 转基因作物导致的粮食质量不安全

目前中国的转基因粮食作物主要有大豆、玉米、花

生。欧洲对种植转基因农作物的反对呼声日益强烈并严

厉抵制，我国目前对转基因作物按照“非食用 - 间接食

用 - 食用”路线图进行。

3　存量不安全

3.1 储备粮存量不足

《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 年）》

中明确规定：“各级要进一步完善粮食储备调控体系，增

强宏观调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储备数量按产区保持

三个月销量、销区保持六个月销量的要求，由粮食行政

主管部门核定。”周至县目前户籍人口 69 万人，常住人

口 58.5 万人，城镇居民人口 18.22 万人。按照国家“粮

食产区的地方储备粮食储备水平按地方城镇居民每人每

月 18 公斤，且不低于三个月的消费量”的标准计算，周

至县粮食储备规模应该为 9839 吨，目前周至县仅储备县

级储备粮 5000 吨。如果按 69 万人口的需求应储备 36720

吨。根据市粮食局对地方储备粮规模的通报情况，西安

市各县市区都建立了适度的地方粮食储备体系，其中：

鄠邑区人口 60 万，储备粮 15000 吨；高陵区人口 35 万，

储备粮 7500 吨；阎良区人口 28 万，储备粮 7500 吨，我

县目前储备粮规模在西安市各区县中数量最少。

3.2 群众粮食储备量极少

据调查，周至县城镇居民基本保持 20 斤左右的面粉

和大米成品粮储备量，农村居民普遍不再保留粮食储备

仓储设施，没有原粮储存，仅保持 50 斤左右的面粉和 20

斤左右的大米成品粮储备量，不具备粮食安全储备量。

3.3 粮食仓储水平亟待提升

周至县域粮库的总仓容 75771 吨，有效仓容 57315

吨，高大平房仓仅有辛家寨分库一座（有效仓容 11300

吨）。[3] 其中 90 年代以前所建仓容占比在 80% 以上，仓储

功能及附属设施已不符合现代粮食物流基本要求，仓储

水平亟待提升改善。

4　建议路径

鉴于目前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中央强调指

出，“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我们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按照这个要求，作为农业大

县和产粮大县，应始终胸怀“国之大者”，进一步重视粮

食工作，进一步加强粮食工作投入，确保粮食安全。

4.1 不断扩展种植面积，确保粮食数量

4.1.1 落实耕地保护制度。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开展撂荒地整治

等，处理好种粮与发展农业特色产业的关系，坚决遏制

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建议各镇街在农业种

植结构调整中，从全县生产大局出发，统筹兼顾，合理

安排，确保粮食种植面积。

4.1.2 积极推进耕作制度改革。挖掘土地资源潜力，

通过扩大粮苗、粮菜等间套复种面积，努力提高复种指

数，深入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活动，鼓励和引导粮食种

植向种粮大户和专业合作社集中。

4.1.3 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和加强种粮农民补

贴，提升收储调控能力，坚持完善最低收购价政策，扩

大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范围。创新经营方式，培育

家庭农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把一家一户办不了、办

起来不划算的事交给社会化服务组织去办，解决种粮群

众生产成本偏高问题，让农民种粮有钱赚。[4]

4.1.4 加大节粮宣传工作。从宣传、教育、文化等部

门做起，特别是在幼儿园、中小学学生中开展节粮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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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全县形成良好的粮食消费观。

4.2 不断优化种植结构，确保粮食质量

4.2.1 提高站位。优化种植结构，实现优质优价，把

满足居民营养健康多元化需求，作为新时期保障粮食安

全的重要使命。除了在数量上协调供求关系之外，在更

高水平上保障县域粮食安全，未来农业供给侧改革要把

粮食质量考虑在内。[5]

4.2.2 因地制宜优化结构。充分利用各镇优势资源，

进行种植业结构调整，宜麦则麦，宜谷则谷，宜豆则豆，

宜薯则薯，使各镇的粮食作物各具特色。

4.2.3 建设周至县粮油质量检测中心。对全县粮油质

量进行检测控制，保证全县群众能够吃到优质、营养和

符合卫生质量标准的粮食品种。

4.3 不断提升县级储备设施，确保粮食存量

4.3.1 加强仓储基础设施建设。参照西安市长安区、

鄠邑区等每年拿出大额粮大县奖励资金，用于粮食仓储

建设的经验，建议政府按比例拨补产粮大县奖励资金，建

设高大平房仓，彻底解决我县粮食企业仓储基础设施落后

局面，确保我县储备粮承储资格，保证我县粮食安全。

4.3.2 增加县级粮食储备。根据周至县粮食储备现

状，建议增加 5000 吨县级粮食储备，既加强粮食安全，

盘活现有仓储，又增强粮食企业自养能力。

4.3.3 开发建设成品粮应急库。鉴于近几年来生态环

境的恶化加上疫情、地震、滑坡、洪涝灾害时有发生，

粮食应急供应不可忽视，需建立和完善我县的成品粮应

急保障体系。建议政府支持在周至县平原广济粮站和地处

秦岭山中的板房子粮站建立成品粮应急库，确保非常时期

全县沿山一带和山里群众成品粮油应急供应不出问题。

4.4 不断提升粮油配送水平，确保优质供应

4.4.1 强化成品粮基础设施建设。依托周至县各粮站

的空置仓储设施和粮食系统的资源优势，建设各镇街放

心粮油配送中心，既保证全县广大居民吃上放心粮油，

又实现资产盘活。

4.4.2 积极培育粮食企业。加大对粮食企业政策、土

地、资金、科技等方面扶持力度，大力培育粮油龙头企

业，兴建粮油产业园区，加大粮油仓储物流项目建设，

谋求规模化发展。

4.4.3 全面增加优质粮食供应。把增加绿色优质粮食

供给放在突出位置，增加安全、优质、绿色、健康的中

高端粮油供给，加快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高效

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5　结语

总之，希望通过对周至县的调查分析，探索实现周

至粮食安全，让周至群众吃的放心，吃的满意，吃出营

养，吃出健康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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