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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金句天天学】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粮食多一点少一点是战术问题，粮食

安全是战略问题。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

观，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

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带领亿万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

安全之路。

【国家粮食政策】

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逐步把永久基

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包含 6 个方面 20 项具体措施的

内容。

《方案》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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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

生产能力为首要任务，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验收、管护机制，优

化建设布局，明确建设时序，加大投入力度，做到新建和改造并重、

数量和质量并重、建设和管护并重，真正把具备条件的耕地特别是

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

进一步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方案》主要目标是：到 2030 年，力争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13.5

亿亩，累计改造提升 2.8 亿亩，统筹规划、同步实施高效节水灌溉，

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8000 万亩；到 2035 年，力争将具备条件的

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累计改造提升 4.55 亿亩，新增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1.3 亿亩。

【协会活动】

重温粮食记忆、牢记粮安初心

——市粮协与石狮粮食系统离退休老人参观省储粮南安库“粮食文化馆”活动剪影

3 月 15 日上午，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会长蔡振南、执行会长林

嘉睦带领第九届理事会第二次轮值会长吴錫銘、副会长蔡金将、蔡

永生、秘书长孙伍铭与石狮市粮食系统70余名离退休人员等一行人，

前往省储备粮南安直属库，开展“重温粮食记忆、牢记粮安初心”

主题活动，在粮库领导的陪同下，参观学习“粮食文化馆”和现代

智能化仓储技术，重温粮食工作经历和发展过程，进一步弘扬粮食

人的初心与使命。

首先，一行人参观了“粮食文化馆”。该展馆以“党建引领、

粮安使命”为主线，通过大量的历史档案、粮票实物、微缩模型等

展示品，生动再现国家粮食事业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粮票记忆”到

现代化储粮体系的跨越式发展。既要传承“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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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的专业精神，也能动态演示现代智能化储粮新技术，让每一位

参观者深刻感受到粮食事业“变的是技术，不变的是初心”的深刻

内涵。

然后，一行人实地参观了现代智能化粮仓。省储备粮南安直属

库的库区内巍然矗立着数十座粮食浅圆仓，配备智能出入库、粮情

监测、充氮气调、空调控温、环流熏蒸等先进技术应用系统，仓内

传感器实时传输粮情数据，氮气控氧实现绿色防虫，梯度控温破解

南方储粮难题。驻足在高耸的粮仓前，感受现代科技对粮食仓储管

理的辅助和促进，对比昔日人工巡检、物理防虫的艰辛和汗水，让

人油然产生“科技让大国粮仓更安全、更绿色、更智慧”的感慨。

通过实地参观学习活动，感受现代粮食浅圆仓的宏伟壮观，见

证当代粮食人对粮食安全的担当与责任，增强粮食储备体系与国家

粮食安全的责任感。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建立一定数量的粮食储

备是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满足人民基本口粮消费需求，是守牢

粮食安全底线、确保经济社会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

山海同耕中国粮 产销协奏新篇章

——三明市粮食系统组团来泉开展“山海协作”产销业务活动

3 月 27-29 日，三明市粮储局陈明武局长带领三明市粮食行业协

会黄国洪会长、邓享荣秘书长等一行人莅临泉州开展“山海协作”

产销业务考察活动。泉州市发改委二级调研员卢荣奎，晋江市发改

局、南安市发改局有关领导，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有关负责人陪同

考察。

3 月 28 日上午，一行人前往晋江市瑞谷仓储有限责任公司，召

开交流座谈会，参观晋江市储备粮库“智慧闽粮”信息化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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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蔡振南会长发表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对三明市粮食系统考察团的到来表示欢迎。泉州与三明，一山一海

相望。三明，作为闽西北的粮仓，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扎实

的粮食产业基础；泉州，作为沿海经济强市，市场活力充沛，产业

转型步伐坚定。山海携手，资源互补，共谋发展，让我们以考察为

契机，共同书写“山海协作”粮安新篇章。

交流会上，三明市粮储局陈明武局长、三明市粮食行业协会黄

国洪会长、三明市粮食行业协会邓享荣秘书长、泉州市粮食行业协

会执行会长林嘉睦等踊跃发言，两地粮食部门和企业在产销对接、

技术共享、应急保障等领域广泛交流意见。

泉州市发改委二级调研员卢荣奎在会上发表讲话，对粮食工作

提出要求，希望三明、泉州两地以此为契机，加强交流合作，为两

地粮食安全作出新的贡献。

接着，三明市粮储局陈明武局长在会上作了《粮安方能安天下》

专题讲座。他从习近平总书记心系中国饭碗、中国粮食安全面临挑

战和风险、端牢中国粮食安全的对策建议等三个方面，用大量的国

内外事例系统阐述了当前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及采取的对

策和方法，使大家对粮食安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讲座内容详实

丰富，观点鲜明突出，事例生动活泼，既有很强的政策性、理论性，

又有很强的针对性、实践性，使大家深受鼓舞，深受启发。

交流会后，大家来到晋江市瑞谷仓储有限责任公司粮食监测中

心，科技感十足的粮仓监控大屏实时跳动着温度、湿度、虫害等多

项储粮指标数据，一座座现代化粮仓通过“智慧闽粮”购销监管模

式，对接省级粮食管理平台，机械化作业提升出入库效率，智能化

温控系统动态调节仓内微循环，降低粮食损耗，提高粮食品质。从

仓廪到餐桌构建全程溯源链条，筑起粮食安全的堡垒，信息化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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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打造“数字粮仓”新范式，落实国家“藏粮于技”具体实践，

为守好“八闽粮仓”提供“晋江经验”。

3 月 28 日下午，一行人前往福建泉州市金穗米业有限公司，参

观考察“金穗米业海丝稻米文化馆”。

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执行会长、金穗米业董事长林嘉睦向陈明

武局长一行人详细介绍了金穗米业公司发展历程、主营业务、生产

规模、市场定位等方面的情况，以及企业在提升产品质量管理，推

进稻米加工生产线现代化、智能化创新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

效。

3 月 29 日上午，一行人前往福建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南安直

属库，参观“粮食文化馆”。

省储备粮南安直属库“粮食文化馆”以“党建引领、粮安使命”

为主线，通过大量的历史档案、粮票实物、微缩模型等展示品，生

动再现国家粮食事业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粮票记忆”到现代化储粮

体系的跨越式发展，充分展现了福建粮食精神：爱粮兴粮，敬业奉

献，脚踏实地，粮安八闽。传承“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的传

统美德，演示现代智能化储粮新技术，让每一位参观者深切感受粮

食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山海协作，联动发展。双方共同期盼进一步加强粮食产销协作，

推动两地粮食产业的深度融合与发展，为两地粮食安全保障工作做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第 6 页 共 9 页

【18 家信息联络点报道】

1 . 热烈祝贺泉州市明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荣获中共安溪县委、

安溪县人民政府“2024 年度诚信企业”荣誉称号!

【市场行情】

政策筑牢价格底线 稻米“步伐”更稳健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播种的季节，更是谋划的季节。今年

一季度，中央一号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发布，提出了实现全年粮食

生产目标，并出台了相应的配套政策，为国内稻米市场稳健运行提

供了有力的支撑。

从 2024 年 12 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到

2025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关于

2025 年经济和粮食生产发展的方针政策，为今年及今后一段时间的

稻米产业发展提供了指南。

一季度国内稻米市场稳中偏强

今年一季度，由于中晚稻收购量同比大幅增加,加上最低收购价

稻谷收购量也大幅高于上年,农户余粮快速下降，国内稻米市场供应

压力同比大幅减轻,局部供应有所偏紧，推动国内稻米市场稳中有升，

优质稻价格涨势相对更强。

3 月 24 日，黑龙江佳木斯圆粒粳稻收购价 2640 元/吨,长粒粳稻

2840 元/吨，较年初分别上涨 40 元/吨和 120 元/吨:绥化圆粒粳稻收

购价 2660 元/吨,长粒粳稻 2880 元/吨，较年初分别上涨 20 元/吨和

40元吨;龙江圆粒粳稻收购价2640元/吨,长粒粳稻2920元/吨,较年

初分别上涨 20 元/吨和 100 元/吨:鸡西大米加工企业圆粒粳稻收购

价 2670 元/吨，圆粒粳米出厂价 3700 元/吨，较年初分别上涨 40 元

/吨和 60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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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德惠大米加工企业超级稻收购价 2940 元/吨，较年初上涨

20 元/吨;超级稻米出厂价 4360 元/吨持平。

河南中晚籼稻收购价 2510 元/吨，较年初上涨 30 元/吨。

江西普通中晚籼稻收购价2610元/吨，较年初上涨50元/吨;“黄

华占”稻谷收购价 2900 元/吨,普通中晚籼米出厂价 3840 元/吨，“黄

华占”大米出厂价 4300 元/吨，均持平。

湖北中晚籼稻收购均价 2635 元/吨，较年初上涨 19 元/吨;中晚

籼米出厂均价 4060 元/吨，上涨 2 元/吨;“丰两优”中晚籼稻收购

价 2750 元/吨，上涨 110 元/吨;“黄华占”稻谷收购价 2800 元/吨，

上涨 80 元/吨;“丰两优”中晚籼米出厂价 4020 元/吨，上涨 20 元/

吨;"黄华占”大米出厂价 4400 元/吨，持平。

湖南普通中晚籼稻收购价2660元/吨,较年初上涨40元/吨;"黄

华占”稻谷收购价 2880 元/吨，上涨 80 元/吨;“黄华占”大米出厂

价 4300 元/吨,普通中晚籼米出厂价 3960 元/吨，均上涨 60 元/吨。

浙江杭州市场黑龙江产优质晚粳米批发均价 5780 元/吨，安徽

产晚粳米 4360 元/吨，均较年初上涨 20 元/吨:江苏产优质粳米 4680

元/吨，江西产晚籼米 4720 元/吨，均上涨 40 元/吨。

今年早稻种植面积或小幅增加

2024 年国内稻谷走势明显强于小麦、玉米，因此，稻谷对小麦、

玉米的比价全面回升,种植效益相对较好，预计 2025 年农户种植稻

谷的意愿将会有所提升，稻谷种植面积可能平稳增加。若年景正常，

稻谷产量增加的可能性较大。

当前早稻收购价格处于三大主粮之首,加上早稻最低收购价连

续 6 年上调,预计今年早稻种植面积可能小幅增加。其中，今年广东

早稻意向种植面积 1307 万亩，较去年增加 3.5 万亩;江西早稻意向

种植面积 1810 万亩，广西早稻面积 1223 万亩，均与上年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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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早稻集中育秧达 1350 万亩以上，确保早稻播种 1800 万亩以上，

力争全省专用型早稻面积达 800 万亩。

据 3 月 21 日农情调度，全国已春播粮食 3500 多万亩(大田播栽

面积，不含育秧)，完成意向面积 4%左右，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早

稻育秧过半、栽插近一成，其中海南育秧过八成、栽插过七成,广东

育秧过八成、栽插过两成，广西育秧过八成、栽插过一成。目前,江

南早稻进入播种期，部分进入出苗期，华率处于出苗至三叶期，部

分进入移栽期，海南处于分蘖至孕穗期。

（来源：中华粮网）



第 9 页 共 9 页

【粮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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