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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句天天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节约减损就是增产的理念，推进

全链条节约减损，健全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机制，每个环节都要有

具体抓手，越是损失浪费严重的环节越要抓得实。”耕好节粮减损

这块“无形良田”，事关中国饭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

重视节粮减损工作，各地区各部门加大厉行节约工作力度，节粮减

损取得积极成效。

【国家粮食政策】

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行动方案》

2024 年 1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粮食节约

和反食品浪费行动方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

实。生产、储运、加工，全链条多环节节粮减损形成共识，一项项

政策措施化为坚定行动。

泉州粮油信息

泉州粮网：www.qzlw.net

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编

http://www.qzlw.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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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好“无形良田”，全链条节粮减损：增产必须节约、节约就

是增产；麦苗破土，田畴铺绿；农机接力，耕种收全程节粮；田间

地头是节粮减损的第一关；从种植到收获，源头节粮；从田间到仓

库，科学管粮；从车间到餐桌，高效用粮。

优化要素投入，健全节粮长效机制：粮食节约，离不开要素保

障；田间路纵横交错，冬小麦出苗齐整；一条条“四好农村路”宽

敞平坦，运粮更便捷；乡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筑牢节约粮食的坚

固堤坝；机收减损是降低农业生产环节损耗浪费的重要措施。

立体循环促节约，粮食产业提档升级：节粮减损连着发展方式，

生产方式全面绿色转型，提升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能力，推动粮食生

产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全力推进饲料粮节约降耗。粮油

加工副产物变废为宝。一系列举措推动粮食加工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粮食转化效率提升，粮食产业提质增效。

反对食品浪费丨节约粮食，拒绝浪费，从你我做起！

——福建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反对食品浪费不再仅仅是倡导和号召，而是义务和责任，反对

食品浪费与每个主体息息相关。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践行光盘行

动，反对食品浪费，让节约粮食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为可持续发展

贡献力量。

拒绝浪费，光盘行动。节约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责任，让我

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做爱粮节

粮的宣传者、践行者和示范者。

节约粮食。日常生活中，大家应当养成科学健康、物尽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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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浪费的良好习惯，按照日常生活实际需要采购、储存和制作食

品。每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

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

反食品浪费倡议书。我们倡议：在餐桌上吃饭时，吃多少盛多

少、吃饱为准，不扔剩菜剩饭。吃光碗里的最后一粒米、盘里最后

一根菜。在外吃饭，以“光盘”为荣，“剩”宴为耻。就餐点菜时，

适度适量，吃饱为好。实在吃不了，记得“打包走”。剩菜要打包，

减少奢侈浪费，以节约为荣，浪费为耻。

文明礼仪。鼓励分餐制，外出就餐提倡点小份菜、半份菜，采

用“N-1”点餐模式，根据就餐人数点餐，减少浪费。使用公筷公勺，

不使用一次性餐具，不吃受国家保护的野生动植物，保护环境整洁

卫生，不随意污染用餐环境。

做文明健康家庭的倡导者。树立勤俭持家的家风，从节约一粒

米、一把面、一滴油做起，减少厨余垃圾。家长先行示范，通过“大

手”拉“小手”，言传身教带动孩子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树牢

节约为荣、浪费为耻的家庭观念。引导家庭成员自觉养成节约美德，

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家庭生活方式。

养成艰苦朴素的习惯。积极向家人、亲戚、朋友宣传艰苦朴素、

勤俭节约的重要意义，督促家人和朋友厉行节约，及时制止浪费行

为。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文明节俭的行列中来，推动形成人人崇尚

节约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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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活动】

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召开

第九届理事会第二次轮值会长工作会议

4 月 25 日下午，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二次轮值

会长工作会议在晋江宝辉大酒店召开。泉州市发改委二级调研员卢

荣奎，粮储科副科长黄俊德，晋江市发改局副局长肖芳族，晋江市

发改局粮储科蔡志坚，协会会长蔡振南，执行会长林嘉睦，监事长

卓成加，秘书长孙伍铭，高级顾问郑华江，第二次轮值会长杨荣荣、

吴锡铭（吕继建代表），第三次轮值会长王清记、林嘉苹，副会长

叶春晖、潘运健、卓芳华、吴明杰、张远迎、贺朝阳、蔡金将、吴

彦杰，监事蔡永生，部分理事会员和新入会会员共 42 人参加会议。

泉州市发改委二级调研员卢荣奎在会上讲话指出，多年来，泉

州市粮食行业协会在推动全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

献，有效发挥泉州民营粮食企业的优势，不断激发粮食行业的发展

活力，引导企业积极开展“引粮入泉”工作，组织参加省内外粮食

产销协作活动，建设“金穗米业海丝稻米文化馆”等粮食安全教育

基地，希望市粮食行业协会继续做好政府和企业的桥梁纽带作用，

携手共进，砥砺前行，共同维护我市粮食行业的良好形象，推动我

市粮食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协会会长蔡振南在会上讲话，回顾总结 2025 年以来协会工作情

况，强调确保粮油市场供应稳定，加强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宣传工

作，推广新技术、新设备，防止过度加工，减少损失损耗，严把粮

油质量关，让广大消费者吃得放心、吃得健康。

第二次轮值会长杨荣荣在会上做了《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第九

届理事会第二次轮值会长工作总结》发言，本次轮值会长期间配合

市发改委开展节后粮油企业复工复产调研工作，认真做好三明市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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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局组团来泉考察接待工作，积极开展社区爱心慰问、参观“粮食

文化馆”等活动，按照上级要求及时通知相关会员企业参加 2025 年

泉州市粮食企业安全生产培训等工作，为我市粮食安全保障工作做

出积极的贡献。

第三次轮值会长林嘉苹在会上做了第九届理事会第二次轮值会

长发言表态。第三次轮值会长期间要在第九届理事会的带领下，积

极走访联系会员单位，倾听企业意见，了解会员需求，服从政府调

控，多为企业办实事办好事，力所能及为大家排忧解难，为粮食行

业谋发展，为我市粮食安全工作多做贡献。

福建顺成面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商贸经营总经理吕继建在会上

做了《加快企业技术改造，提高产品创品牌建设》交流发言，要把

企业的产品质量、技术、人才、规模等内在要素落实为品牌的内在

本质。

福建泉州市金穗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嘉睦在会上做了《受国

际贸易战影响，浅谈粮食企业发展方向》交流发言，当前粮食市场

行情受到外来人口减少、房地产不景气、自动化生产线的推广导致

产业工人的大量减少以及饮食习惯改变等因素的影响，促使企业必

须转变经营方式，粮油产品要有文化、有故事，提高产品附加值，

打造优质粮油品牌。同时，要注重质量管理，确保粮食安全责任落

实到位。

南安市粮食购销公司董事长叶春晖在会上做了《如何保质保量

完成今年储备粮轮换任务》交流发言，详细介绍了南安储备粮轮换

工作的全过程，包括拟定储备粮轮换计划，实施储备粮招投标拍卖

和采购业务，粮食进出仓管理和质量严格把关，安全生产注意事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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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中良粮食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彭清图在会上做了《泉州粮

食市场贸易经营的现状与未来展望》交流发言，分析粮食企业经营

现状的痛点和难点，探讨粮食企业的发展未来，要以科技创新为引

擎，以数字化供应链为协同平台，以开放合作为纽带，在危机中育

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在新一轮产业改革浪潮中作出更大贡献。

会上以举手表决方式一致同意吸收 3 家粮食企业为新会员，分

别是：泉州市一日三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李剑锋、晋江市陈埭

百挑粮油店张少兵、福建省迈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李小莉。

会议由秘书长孙伍铭主持。

会上还举行了第二次轮值会长杨荣荣、吴锡铭与第三次轮值会

长王清记、林嘉苹“轮值会长锦旗”交接仪式。

【市场行情】

稻谷价格整体趋稳 部分地区窄幅波动

进入 4 月下旬，国内稻谷价格整体保持稳定，部分地区小幅涨

跌。广西早情对早稻生产影响持续扩大“稻强米弱、粳强籼弱、优

强普弱”是当前稻谷市场的主要特点。当前地方储备稻谷轮换持续

加码、最低收购价稻谷定期投放令市场承压，稻谷市场维持供需宽

松局面，购销节奏较为缓慢。

由于终端需求未见显著改善，贸易主体仍以消化库存稻谷为主，

大米加工企业维持订单生产为主，前开机率基本在 20%~30%，部分中

小型米企已停机待产。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大米储存难度加大，下

游经销商补货意愿不强，加上终端需求持续低迷，市场购销情绪偏

弱，米价稳中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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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谷价格整体趋稳，部分地区窄幅波动

进入 4 月下旬，国内稻谷购销活跃度下降，由于下游大米需求

疲软,市场主体以谨慎观望为主,采购原粮积极性减弱，稻谷价格整

体保持趋稳走势，部分地区窄幅波动。

截至 4 月 23 日,普通中晚籼稻收购价:江西宜春 2540 元/吨,安

徽六安 2500 元/吨，湖北荆州 2680 元吨，广东清远 2800 元/吨，均

与上周持平。

普通粳稻收购价:吉林白城 2840 元/吨，周环比下跌 10 元/吨;

江苏盐城 2880 元/吨，下跌 20 元/吨;辽宁盘锦 2920 元/吨，上涨 20

元/吨:安徽巢湖 2900 元/吨，黑龙江鸡西 2720 元/吨，均持平。

大米市场需求较弱，价格持续稳中下行。据监测，截至 4 月 23

日,早籼米批发价:广州 3760 元/吨，福州 3750 元/吨，均与上周持

平。中晚籼米批发价:南昌 3610 元/吨,周环比下跌 20 元/吨;长沙

3640 元吨，下跌 40 元/吨;广州 3930 元/吨，福州 4150 元/吨,均持

平。圆粒粳米批发价:建三江地区 3640 元吨,天津 3850 元/吨,淮安

4000 元/吨，上海 4030 元/吨，,均与上周持平。广州地区进口泰国

大米批发价 3800 元/吨，进口越南大米批发价 3700 元/吨，均与上

周持平

地储稻谷集中轮出，高投放低成交明显

进入 4 月下旬，地方储备稻谷集中大量轮出，尤其是南方籼稻

市场，轮出规模持续扩大，但受下游需求疲软影响，市场主体入市

采购原粮积极性不高,部分省份逐步降低拍卖底价,以促进成交。整

体来看，日前高投放、低成交已经成为地储交易的明显特点。本周 4

月 21 日至 23 日各省区地储稻谷轮换交易情况如下:江苏:销售 2023

年至 2024 年产粳稻 1,5 万吨，实际成交 0,8 万吨，成交率 53%，成

交均价 2632~3160 元/吨，溢价 0~110 元/吨:采购 2024 年产粳稻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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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实际成交 0.1 万吨，成交率 20%,成交均价 2980 元/吨，全部

以底价成交;采购 2024 年产中晚籼稻 0.3 万吨,结果全部成交,成交

均价 2713 元/吨，折价-37 元/吨。

浙江:销售2022年产早籼稻0.7万吨，成交0.6万吨,成交率86%,

成交均价 2431~2682 元/吨,溢价 0~162 元/吨;销售 2022 年至 2023

年产粳稻 0.5 万吨，结果全部成交,成交均价 2887~2919 元/吨，溢

价 187~269 元/吨。

安徽:销售 2022 年产中晚籼稻 2.5 万吨，实际成交 0.7 万吨，

成交率 28%，成交均价 2500~2530 元/吨，溢价 0~70 元/吨。

福建:销售 2022 年产早籼稻 1 万吨，结果全部成交，成交均价

2302~2410元/吨，溢价10~22元/吨;销售2022年产晚籼稻0.7万吨，

结果全部成交，成交均价 2311~2569 元/吨,溢价 111~129 元/吨。

（来源：中华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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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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