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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视窗

把好粮食安全关把好粮食安全关 护好护好““平湖米袋子平湖米袋子””

执法检查建议之一：把好生产关

“要紧紧围绕《条例》贯彻实施过程中涉及的责任
落实、生产能力、耕地保护、粮食储备、流通、应急保障
等方面，把情况摸实、把问题找准、把对策严明。”这是
平湖市人大在召开粮食安全执法检查动员部署会时
许下的诺言。

耕地是粮食的基础。平湖人大首先将目光聚焦
在粮食生产与耕地保护上，从源头把握粮食安全。为
了解农田用地情况如何，调研人员与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和规划、生态环境等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实地调研
了解。“非粮化”“非农化”之下，粮田必须姓“粮”。在
调研中，市镇两级人大发现，我市各地区在两项数据
中总体情况较为良好，为确保守住耕地“命根子”，市
人大叮嘱相关职能部门仍需严格保护耕地、规范用地
行为，确保“农地农用”“良田粮用”。

在调研过程中，我市在粮食种植、耕地保护中已
有不少亮点，为督查相关部门再接再厉，始终绷紧粮
食安全这根弦，市人大将目光重点聚焦在生产种植的
短板上。调研人员发现，通过多年来的努力，我市已
经建成了相当规模的高标准农田，面积占比也高。但
是，随着科技的进步，数字农业、新型农机农具与种植
方式、农技农艺的应用，现行标准下的农田设施，事实
上都需要提升建设的“标准”与内涵，其中包括灌溉沟
渠、用水设施、节水节肥能力等。

保障粮食安全，除了保障耕地，还在于落实“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与提标升
级不仅符合现实发展趋势，更是提高粮食产能的需
要。发现问题所在，才能精准施策，调研人员也在调研
报告中建议相关职能部门要对照新的农技农艺农机要
求，提高“标准”，分类分区推进提标改造，提升耕地综
合生产能力，同时加强对粮食生产的指导服务，加强农
技队伍为农服务能力的建设，更加精准推进农业主体
生产技术和管理能力的培训，提高粮食规模主体专业
化生产和经营管理水平。大力推广良种良法和先进适
用农技农艺，持续提升粮食生产机械化智慧化水平。

执法检查建议之二：把好产后服务关

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做好粮食产后服务至关重
要，因为这不仅可以推动节粮减损，还能促进农民增
收。在粮食安全执法检查中，执法检查人员走进粮食
生产主体中进行检查了解，镇级人大在调研时更是与
辖区内种粮大户们集中座谈，面对面倾听他们的种粮
心声。

“辛辛苦苦种的水稻，收购时节碰到雨季，没有设
备场地用于烘干存储，收下来的小麦水分很高，而且
又不能自然晾晒，存储极易损坏。”“因为苦于没有设
备场地，我们收购下来后只能选择立即卖掉，价格上
没有主动权”……不少种粮大户在粮食产后都遇到了
难题。随后，执法检查人员了解发现，作为产粮大市，
我市拥有42.7万亩的播种面积和18.8万吨粮食产量，
与此相比，各镇（街道）的烘干中心、谷物仓储等粮食
产后服务能力却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分布不均。同
时，因用地等因素，粮食生产主体普遍缺乏一定规模
的粮食短期储存仓容，“靠天收”的现状仍是多数规模

户和小农户的无奈选择。此外，粮食产业设施农用地
配置不足，农机具和农资存放、维修普遍缺少一定场
所，粮食规模主体呼声很高。粮食存储不给力，且随
着近年来农资化肥农药价格的上涨，粮食收益不佳，
这让规模生产主体的积极性受到不小打击。

如何保障全市600多家规模主体的收益，除了提
高产能，也需要保障粮食产后服务，减少损失，让规模
主体拥有溢价主动权，平湖人大也将该问题进行重点
关注。让规模主体提高种植积极性，保障他们种粮收
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粮食产后服务配套能力也
势在必行。此外，执法检查人员还发现，针对现阶段粮
食仓储、烘干等产后服务能力较为薄弱问题，各镇（街
道）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实际差异，检查人员在后续集中
座谈时也强调要加强产后服务配套能力的规划，真正
重视设施农用地等资源的配置，切实支持烘干、仓储、
农机具存放、育秧播种等服务能力的建设与提升，促进
粮食减损、农民增收，为优质粮配套优质的产后服务。

执法检查建议之三：把好存储流通关

作为产粮大市，我市尚没有综合能力强的品牌粮

食企业，而推动粮食产销合作和对外合作的配套政策
也缺乏，相比周边县（市、区），我市粮食应急加工能力
也未形成规模效应。因此，执法检查人员将问题聚焦
在粮食加工和流通之中，市人大常委会分组在开展
《浙江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实施情况现场执法检查
时赴我市范围内所有粮库、米业公司和粮油合作社进
行实地查看。

我市现有两个国有储备粮库，仓容量储小麦为
9.9万吨，若储晚稻为7.9万吨，我市还修订完善了《平
湖市地方储备粮管理办法》，及时调整储备规模与结
构，全面完成储备与收购任务。粮食收储公司坚持严
把质量关，严格规范做好储备工作。在2019年试点基
础上，去年我市成功创建“五优联动”省级示范县，多
措并举高标准抓好“五优联动”提质扩面，承担省储和
市储优质晚稻订单，有力推动我市储备粮品质提升。
执法检查人员一致认为我市在储粮上规范管理，粮食
储备充足库容相当。

但在实地查看米业公司时，执法检查人员还是发
现了存在的短板。我市现有的 4家民营大米加工企
业，日常加工能力仅 250吨/天，总体规模小、设施旧、
技术落后，从现状看较难进一步提升加工能力。我市
已有的“煲正香”“金平湖”“博采”“广玉兰”等大米品

牌知晓度、知名度不够，品牌影响力小、市场占有率
少，平湖市场上80%大米均向江苏等地进行采购。而
对比周边县（市、区）大米加工能力普遍充足，整体粮
食企业结构比我市更完善。

如何提高我市大米加工水平，扩大本地大米营销
渠道成为了摆在加工企业面前的现实问题。

“我们也曾计划扩大加工能力，但此举需要重
新更新设备，可这远超于我们米厂现在的经营能
力，而且对于未来的订单量也是个未知数。”平湖
市红旗米业责任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也说出了他
们的担忧。扩大我市本土大米的营销渠道，建立
综合性粮食加工保障中心成为答案。平湖人大在
调研报告中建议积极谋划、合理选址，以政府主导
或招商引资方式，建设综合性粮食加工保障中心，
提升我市大米加工产销综合实力，确保大米日加
工能力不低于 500 吨。重视粮食交易市场（专区）
建设，要结合长三角农博会项目的实施，做好金平
湖品质大米交易专业分市场（专区）的建设，提升

“五优联动”和“米香”行动成果，扩大平湖大米品
牌影响力，拓展营销和流通市场，将饭碗牢牢端在
平湖人自己的手上。

（照片由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提供）

粮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今年全省人大

上下联动开展《浙江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执

行情况检查，平湖人大积极准备、周密部署、认

真落实。市人大常委会为此专门成立了执法

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制订了《平湖市人大常委

会关于开展〈浙江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执法

检查的实施方案》，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上组

织了《浙江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专题学法活

动，组织市、镇两级人大全面检查我市贯彻粮

食安全保障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情况。随着执

法检查的不断深入，检查组深入到种子公司、

粮食收储、规模种粮主体、粮食加工企业、粮食

产后服务中心和粮食功能区等十类重点场所，

检查覆盖种子供应、种植、收储、加工营销、耕

地保护、日常管理等全环节，通过听、看、问、议

的方式，持续聚焦“米袋子”安全，为平湖百姓

端牢饭碗增添了信心和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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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浙江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集中交流会平湖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动员部署会

平湖市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执法检查第一小组开展检查 平湖市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执法检查第二小组开展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