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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金句天天学】

习总书记指出，不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民生活

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餐饮浪

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尽

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对粮食安全还是始终要有危机意识，全

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国家粮食政策】

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修订后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

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条例》修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

与时俱进完善党政机关经费管理、国内差旅、因公临时出国（境）、

公务接待、公务用车、会议活动、办公用房、资源节约等规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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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责任落实，进一步拧紧党政机关带

头过紧日子的制度螺栓，对于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深

化纠治“四风”具有重要意义。

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以身作则、

以上率下，严禁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防止

重大决策失误造成严重浪费，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

主义和奢靡之风。

【学习文章】

守口如瓶担使命 密不透风筑长城

国家秘密是国家安全和发展的生命线，是民族复兴征程上的隐

形铠甲。在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下，保密工作已从“隐于幕后的战

线”升级为“事关存亡的战场”。作为新时代储备青年，我们既是

国家秘密的受益者，更是守护者。保守国家秘密绝非某一群体的专

属责任，而是刻在每个中国人基因中的红色密码，是储备青年与祖

国同频共振的庄严承诺。

思想淬火：铸就“保密如命”的政治自觉。保密意识的高度，

决定国家安全的态度。国家秘密可能藏在一张文件、一段记录甚至

一个定位中。若思想防线失守，再坚固的技术防线也将形同虚设。

保守国家秘密，首在破除“三个误区”：“与我无关”的漠视观、

“小题大做”的侥幸观、“技术万能”的依赖观。我们必须以“处

处是战场、时时需警惕”的觉悟，将保密意识融入血脉：严守公文

文件流转纪律，恪守库房记录管理规范，警惕境外伪装情报刺探。

唯有全民绷紧保密之弦，方能奏响国家安全的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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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铸盾：构建“密不透风”的四道防线。在看不见硝烟的战

场上，完善的制度体系既是抵御渗透的“防弹衣”，更是震慑犯罪

的“高压线”。新时代保密工作已从单一管控向系统防御跃升，需

以“四道防线”构筑坚不可摧的保密长城：物理防线固根基、技术

防线强筋骨、管理防线织密网、法治防线亮利剑。这些“钢铁防线”

的构筑，让国家秘密从“人防”到“技防”、从“静态管控”到“动

态防御”的系统升级成为可能。

行动铸魂：践行“人人有责”的保密实践。守密之责，不在惊

天动地，而在点滴慎微。国家秘密的守护既需雷霆手段的制度约束，

更依赖春风化雨的日常践行。从涉密文件的规范流转到电子设备的

密码强化，从会议谈话的场合警觉到社交媒体的信息自律，每个环

节都是一场无声的忠诚考验。保密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保密

长城需要每一块砖石的忠诚守护。立足岗位，我们应做到“三个绝

不”：绝不越线、绝不留隙、绝不放任。让保密意识从“要我守”

升华为“我要守”，以“密在手中、责在心头”的自觉共筑防线，

国家秘密便能真正成为流淌在国家血脉中的隐形密码，既不可见，

亦不可破。

保密工作永远在路上。站在百年变局的历史关口，我们每个人

都是国家秘密的“忠诚卫士”，都是保密长城的“移动烽火台”。

唯有以“如履薄冰”的谨慎、“密不容针”的严谨、“舍我其谁”

的担当，方能筑牢新时代国家秘密的铜墙铁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护航！

（来源：国储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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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担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自立自强时代使命

我们能不能如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看科技自

立自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建设科技强国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

必由之路。

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座高耸的精神丰碑，中国奇迹的

创造，正是源于这个力量基点。自主创新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决

定了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两者都强调了主体

的意志和力量。

实践告诉我们，高新技术是讨不来、要不来的，跟在别人的后

面亦步亦趋做技术附庸，有朝一日就会被“卡脖子”，我们必须把

科技命脉和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自信才能自立，自立才能自强。党的二十大确立了到 2035 年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虽然距离实现

这个目标只有十年时间，但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这一宏伟蓝图变为

美好现实。

对于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而言，要坚决守住管好“天下粮仓”

和“大国储备”，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必须勇担

起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使命。

粮食和物资储备的科技发展曾走过不平凡的历程，从破旧不堪

的老式仓房到现代化的智慧仓库，从保管技术粗放落后到“四合一”

储粮等技术广泛应用，从肩拉背扛到自动入仓机器人和无人转运系

统高效替代，从人工盯防到智能化穿透式监管，每一项技术的突破

都浸透着粮储人的辛勤汗水和默默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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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教育、科技、人才内在一

致、相互支撑。要实现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的自立自强，离不开一

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

近年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

制机制一体改革。2022 年 3 月，《“十四五”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

和人才发展规划》印发实施；2023 年 6 月，《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

教育培训基地管理办法》印发实施；2024 年 1 月，全系统扎实深入

开展“大学习、大培训、大落实”；2024 年 5 月，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科技和人才兴粮兴储工作推进会召开。一系列改革举措的落

地深化，让全系统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得到全面加强，创新活力得到

加速释放。

当然，强调科技自立自强绝不是闭门造车，我们还要坚持在开

放的大环境中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围绕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

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加强深度协作和联合科研，为粮食和物资

储备科技健康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提供更多中国方案。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使命在召唤我们，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冲锋号

已经吹响，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重任已经在肩，让我们

以奋斗姿态投身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事业，用创新之火点亮时代、

照耀未来。

（来源：2025 年《中国粮食经济》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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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家信息联络点报道】

1 . 热烈祝贺福建泉州市金穗米业有限公司被中共泉州市委宣

传部、中共泉州市委社会工作部、中共泉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

会、中共泉州市委文明办、泉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泉州市残疾

人联合会授予“热心支持残疾人事业”荣誉称号。（2025 年 5月）

【市场行情】

稻米流通环节博弈:稻价狂飙 米价缓涨

五一之后，水稻价格涨幅开始扩大。本周最低收购保护价稻谷

拍卖粳稻成交量达20余万吨，2022年二等水稻高端成交价冲至1.42

元/斤。受此影响，2024 年水稻价格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当前

黑龙江地区24年水稻装车参考价1.42-1.47元/斤,出米率68%以上,

水分 15%以内,因原粮价格偏少,价格持续刷新。但当前米价却并未同

步跟涨，黑龙江东部地区圆粒大米出厂参考价 1.86-1.92 元/斤,低

端价格主要供应固定客户，高端价位鲜有成交，按照目前的稻米价

格计算，大米售价存在着一定的倒挂现象。主要原因有如下几方面 :

首先，高价稻谷成交渐增，但却存在相对低价位的大米。因去

年市场预期相对偏看空，部分米业原粮储备量略少于往年，圆粒稻

谷供应收储的数量增多,近期随着加工企业对原粮的消耗，部分米业

存在补库以及加工的需求，而 2024 年原粮随着米业的持续采购,社

会库存逐渐消耗殆尽,价格自然有所上行，而米业近期正在执行前期

待发订单，涨价后的大米新单成交量并不大，这样就导致了目前存

在相对倒挂的大米在市场上流通，而在流通环节，存在低价货源，

高价位的大米销售则被抑制，所以就造成了当前大米价格并未同步

跟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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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买涨不买跌的心态作祟。4 月份，稻米市场相对疲软，部

分米业被迫进入停机状态，而随着水稻价格的持续上涨，市场炒作

心态逐渐升温,捂货惜售的情绪增加,而在本周拍卖成交量价齐增后,

市场情绪被点燃，部分米业基于自身订单偏少,以及相比于当前销售

大米,稻谷的获利则更高,转而进行销售原粮稻谷。

最后，产业链传导不畅与利润分配失衡。稻米产业链各环节利

润分配不均衡，上游种植端受政策托市和惜售情绪支撑，价格弹性

较强;但中游加工企业受制于下游消费疲软,议价能力薄弱。当前稻

谷涨价更多体现为原粮流通环节的博弈(如贸易商囤货、粮库收储

等)，而非终端需求驱动。米企在成本攀升和米价滞涨的双重挤压下，

不得不通过降低开机率、抛售库存原粮或压缩加工利润来维持经营，

进一步削弱了稻价向米价传导的动力。

综上，近期稻谷价格涨幅强于大米,业内表示基于当前稻米价格

以及低位的大米开机率,后期大米存在着继续拉涨的可能，不过定向

粮仍是悬在大米各环节头上的一把利剑,稻谷以及大米的采购、加工

仍需要保持一定的谨慎，规避后期可能会存在的风险。

（来源：中华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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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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