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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第 6679 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支持主产区发展专用粮食生产的建议》收悉,

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专用粮食生产、加工和品牌建设

我局高度重视发挥粮油加工业在粮食产业提质增效中的引

擎作用，鼓励“优质优价”，促进专用粮食生产，提升粮食产品

品质的同时促进农民增收，强化品牌引领，促进产品溢价和产业

升级。

一是加强政策引导支持。2017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

的意见》（国办发〔2017〕78 号，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

粮食企业要积极参与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发展“产购储加销”

一体化模式，构建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在合作方

式上，鼓励采取定向投入、专项服务、良种培育、订单收购、代

储加工等多种形式，建设原料基地，开展特色粮油种植和专用化

加工试点。同时，提出加强粮食品牌建设顶层设计，培育一批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全国性粮食名牌产品。各地

积极探索，广西通过增加优质稻收购计划和补贴标准差异化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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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引导，扩大广西优质稻种植面积。2017 年香稻收购价最高 2.47

元/斤，同比增长 24.9%，比普通晚籼稻收购价提高 0.77 元/斤，

提高幅度 45.3%，有效带动农民增收。安徽省印发了《关于发展

专用品牌粮食试点意见的通知》，以稻谷、小麦为重点，鼓励发

展专用品种集中连片种植，并在融资、贷款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

二是注重示范带动。我局通过召开现场经验交流会、加强调

查研究等多种措施总结了各地在促进粮食产业发展上的多种模

式和经验，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在产业融合方面，滨州中裕

食品有限公司构建了涵盖高端育种、订单种植、粮食初加工、精

深加工、绿色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冷链物流、餐饮服务和便

利商超九大板块在内，横跨一二三产业的绿色高效农牧循环产业

链，实现了产业链首尾相连；在推进主食产业化方面，安徽青松

集团深耕拓展主食市场，业务涉及城市早餐工程、“主食专柜”、

学生营养餐、商务快餐、高铁冷链餐等，并积极促进多产业融合

发展；在循环经济方面，江西圣牛米业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稻壳

气化发电项目实现了大米加工废弃物稻壳的综合利用，有力地推

动了当地生物质资源的利用。此外，在产后服务、品牌引领、创

新驱动等方面，形成了一批典型企业，编辑出版了《建设粮食产

业强国实践与探索》，供全国各地相互学习借鉴。

三是注重品牌引领。吉林、山西、湖北等省打造“吉林大米”

“山西小米”“荆楚粮油”等区域公共品牌，强化标准引领、资

金引导、产销衔接和宣传推介，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逐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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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产品增值。

下步，我局会继续督促各地抓好《意见》的落实，同时，对

各地粮食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发展中涌现出典型做法、经验、

模式等进行总结和宣传。

二、关于粮食仓储专库化

2017 年 6 月，我局倡导在全国发展绿色仓储、精细仓储，

引导鼓励各地推广绿色储粮技术，在现有基础上提升粮食分仓储

存管理水平，实现分品种、分等级、分产地、分指标的精细化储

存，推动优粮要优储、好仓储好粮。2017 年 8 月，《国家粮食局

财政部关于印发“优质粮食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国粮财

〔2017〕180 号）提出：财政部和原国家粮食局决定从 2017 年

开始实施“优质粮食工程”，开展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建设，建立

专业化的经营性粮食产后服务中心，有偿为种粮农民提供“代清

理、代干燥、代储存、代加工、代销售”等“五代”服务。提出

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促进粮食提质进档，即通过提供专业化的清

理、干燥、分类等服务，大幅度提高安全保质能力。按市场需求

分等定级、分仓储存、分类加工，有效保障粮食质量，为实现优

质优价、增加绿色优质粮食产品供给创造条件，通过市场带动农

民增收。目前，部分粮食产后服务中心已建成并发挥效用。

下步，我局将继续加强对各地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的指导，

加快推进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建设和实施“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

推动分品种分仓收储，实现优质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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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对粮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2018年7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