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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0 月 17 日，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八届理事

会第一次全体理事会议在泉州迎宾馆隆重召开。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大会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章程》和新修订的《泉州

市粮食行业协会会费收取标准和使用管理办法》等 10套协会管理制度，

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理事、秘书长、副会长、会长，第一次设立

监事会，并选举产生第一届监事会监事、监事长。

【国家粮食政策】

珍惜每一粒粮食，习近平这样强调

长假八天，中秋国庆双节同庆，在大快朵颐的同时应不忘“舌尖上

的节约”，践行“光盘”，减少铺张浪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

次讲话中强调要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并以身作则，在工作生活中厉行勤

俭节约，倡导艰苦朴素优良传统。

一、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

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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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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习近平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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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3 月 5 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

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浪费之风务必狠刹!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

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努力使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2013 年 1 月 17 日，习近平在新华社《网民呼吁遏制餐饮环节“舌

尖上的浪费”》材料上的批示

二、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目的是为老百姓过好日子

过去我们党靠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断成就伟业，现在我们仍然要

用这样的思想来指导工作。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一世穷。党和政

府带头过紧日子，目的是为老百姓过好日子，这是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

所决定的。

——2019年3月5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

表团审议时强调。

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

要兑现。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坚决抵制享

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

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

会蔚然成风。

——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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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党政军机关、事业单位，各人民团体、国有企业，各级领导干

部，都要率先垂范，严格执行公务接待制度，严格落实各项节约措施，

坚决杜绝公款浪费现象。

——2013年1月17日，习近平在新华社《网民呼吁遏制餐饮环节“舌

尖上的浪费”》材料上的批示

三、关键是要抓住制度建设这个重点

要加强立法，强化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

餐饮浪费行为。

——2020年8月，习近平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

下一步，关键是要抓住制度建设这个重点，以完善公务接待、财务

预算和审计、考核问责、监督保障等制度为抓手，努力建立健全立体式、

全方位的制度体系，以刚性的制度约束、严格的制度执行、强有力的监

督检查、严厉的惩戒机制，切实遏制公款消费中的各种违规违纪违法现

象。

——2013年2月22日，习近平在人民日报《专家学者对遏制公款吃喝

的分析和建议》等材料上的批示。

要采取针对性、操作性、指导性强的举措，加强监督检查，鼓励节

约，整治浪费。

——2013年1月17日，习近平在新华社《网民呼吁遏制餐饮环节“舌

尖上的浪费”》材料上的批示。（来源:人民日报、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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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届选举大会】

泉州粮食行业协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八届理事会

第一次全体理事会议隆重召开

10 月 17 日下午，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八届

理事会第一次全体理事会议在泉州迎宾馆隆重召开，全市会员代表、各

县区联络员共 186 人参加会议。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二级调研员卢

荣奎、泉州市民政局科员张辉到会指导。

这是一次成功的大会，也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再次

翻开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发展新的一页，继续撰写泉州粮食事业发展的

新篇章。

大会由孙伍铭秘书长主持。

大会圆满完成了十六项议程。

大会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章程》。

大会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会费收取标准和使用

管理办法》等 10套协会管理制度。

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 69 名新一届理事会理事，1名秘书

长、20 名副会长、1名会长。林书育当选为第八届理事会会长、孙伍铭

当选为秘书长。第一次设立监事会，并选举产生第一届监事会监事、监

事长。

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

长陈文堃在会上发表致辞，祝贺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

会暨第八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理事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希望新一届理事

会继续发挥我市粮食行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引导全体会员企业为确保

我市粮食供应和市场稳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还对粮食行业协会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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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要坚持以确保我市粮食安全为中心开展协会工

作。二要创新运作机制，提升服务能力。三要加强行业自律，倡导诚信

经营。

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会长、福建南安市官桥粮食城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董事长林书育发表讲话，指出要从行业合作及共享、品牌建设、行业

传承、团队打造四个方面入手，充分利用智能化、5G、物联网、智能配

送等新科技手段发展粮食产业，要继续发挥泉州闽商的优势，广拓东南

亚各国的资源，把优质的粮油介绍给泉州人民，要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

的联系沟通，促成行业间更紧密的协作关系，并深化与高校的合作，为

传统的粮油产业披上互联网的衣裳，推进粮油产业的转型升级。

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执行会长、福建泉州市金穗米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林建全代表第七届理事会作《工作报告》。他回顾总结泉州市粮食行业

协会第七届理事会在粮食安全、疫情防控、产销协作、会展活动、节粮

宣传、业务培训、扶贫助学、行业自律、信息传递和自身建设等方面的

工作情况，并对协会下一步的工作提出建设性的思路。

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秘书长孙伍铭作 2017 年——2020

年 9 月财务收支报告。

【理事风采】

金穗米业——福建省市场保供示范单位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各企业响应各级政府号召，科学组织调

度，千方百计保供应，想方设法稳物价，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大局

意识，保障居民“米袋子”，价格稳定，让百姓安稳居家防控疫情。

2020 年 9月 17 日，福建省批发零售行业协会对全省疫情防控市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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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进行表彰。福建泉州市金穗米业有限公司作为福

建省内唯一的大米生产加工企业受到表彰，荣获福建省市场保供示范单

位。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回顾金穗米业自疫情爆发以来防控期间的大米市

场保供稳价多方举措：

一、迅速动员，复工复产，做好大米市场保供应

按照以往春节前后的惯例，公司年前生产到大年廿九，大年三十开

始放假，原定于正月初八复产复工。但自疫情爆发以来，部分市场出现

抢购大米现象，且存在一定的扩散趋势。在公司林建全董事长的一声号

召下，农历正月初二，公司数十名“逆行粮食人”在安全有序的前提下，

迅速赶往公司，火速投入大米的复产和出货，在一定程度缓解了市场上

大米供应紧张的特殊情况。农历正月初四，公司发布“员工召集通知”，

不惜重金召集员工提前结束春节假期并返厂进行大米的生产和出货。

二、新华社总网走进金穗米业采访直播粮食保供稳价和复工复产

2020 年 2月 18 日，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总网走进金穗米业，采访直

播公司粮食保供稳价和复工复产情况，在新华社总网进行直播，引起社

会的高度关注，金穗米业作为中国好粮油示范企业，福建省大米龙头企

业，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应急粮食加工企业，军粮定点加工

企业，积极响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保质量、保供应、保价格”三保要

求，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保供稳价，助力政府的疫情防控工作，得到

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和赞许。

三、发挥龙头带头作用，借助媒体向社会承诺不涨价和保供应

金穗米业在农历正月初二，第一时间通过“金穗米业”官方微信公

众号发布“关于大米库存充足的温馨提醒”的自宣文章，公开向社会郑



第 7 页 共 10 页

重承诺“一分钱都不涨价，保证大米的市场供应”。这篇微信文章得到广

泛的转发、转载、报道，仅“金穗米业微信号”阅读量就高达 3.2 万次，

在政府的统一指挥、粮油行业协会和金穗米业的通力合作下，缓解了当

地人民群众对于大米供应的恐慌情绪。

2020 年 1 月 27 日和 1月 28 日，公司林建全董事长先后接受南安电

视台和泉州电视台采访，郑重向社会承诺：大米和原粮库存十分充足，

金穗米业在运费每吨涨 150 元和生产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不惜一切代价，

一分钱都不涨，保证大米市场的充足供应，请广大市民朋友放心。同天，

公司通过“金穗米业”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发文等各种方式，发布“致金

穗米业经销商的一封信”，告知经销商要团结一心，展现社会责任担当，

听从政府指挥，按照原有的价格销售，绝不涨价，保证当地的大米市场

供应。

四、组织员工献爱心，助力当地疫情防控

2020 年 2 月 3 日，公司组织全体员工进行“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募捐”，公司全体员工慷慨解囊，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所得

募捐款项如数捐赠给南安市官桥镇卫生院，用于疫情防控工作。

金穗米业始于 1987 年，位于福建省粮食城内（南安市官桥镇金桥工

业区）。经过近 34年的积淀，目前公司已发展成为集科研、种植、仓储、

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多元化、跨地区的综合型粮油加工、省级农业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公司现日产大米 600 吨，是福建省大米龙头企业，先

后荣膺中国好粮油示范企业、中国驰名商标、福建省应急粮食加工企业、

泉州市应急大米定点企业和军供粮定点加工企业等荣誉。公司一贯坚守

“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全、放心、营养美味的产品”的企业使命，努力

创建金穗米业产品品牌，本着“诚信为本，品质为先”的经营思想，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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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客户至上、勤奋好学、务实高效”的价值观，坚持“发展才是硬道

理”的企业宗旨，导入食品安全质量管理体系，秉承“以人为本，科技

创新”的企业精神，一如既往的以务实的作风不断拼搏进取，谱写金穗

米业更加辉煌的篇章。

台商投资区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开展“厉行节约，杜绝浪费”系列活动

9 月 3日台商投资区粮油公司与区纪工委驻国企纪检组联合开展“厉

行节约，杜绝浪费”的系列活动。

当前正处于储备粮入库的繁忙季节，党支部牵头开展实粮收储活动，

党员干部参与到粮食的接收、检验、输送、入仓、保管等全过程，实质

性体会到“粒粒皆辛苦”的不易，力求把爱粮节粮思想烙印到每个党员

干部心中。

节约光荣、浪费可耻，作为国有粮食企业党员干部更应“走前头、

作表率”。在“厉行节约，杜绝浪费，从粮食企业做起”的红色条幅下，

依次在签名墙和倡议书上庄重地写上自己的名字。签名墙将置于公司餐

厅墙上，号召党员干部带头践行。“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等警示标

语也贴于餐厅内，时刻提醒着每一个党员，从自己做起，去影响身边的

每一个人。

节约用餐，理性消费，不是一句口号，是一种自我约束的文明行为。

党员干部与纪检组成员共同体验公司餐厅的工作餐，分餐制，按量取饭、

装汤，不掉一粒米。在感知到粮食的沉甸甸分量的同时，也明白粮食人

必须肩负的“粮安天下”的重任，更要做好“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

典范与宣传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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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情价格】

中晚稻上市渐增 托市收购或难启动

进入 10月中旬，中晚稻开始陆续收获上市，南方中籼稻和东北粳稻

上市量增多，逐渐成为收购市场的主力。从本周开始，政策性中晚籼稻

暂停拍卖，减少陈稻拍卖对新粮收购的价格压力。随着节日消费效应减

弱，米价再次回归弱势运行，短期稻强米弱行情表现明显。

进入 10月中旬，北方农区气象条件整体较好，利于秋收晾晒。黄淮

江汉及湘赣中北部等地低温阴雨寡照天气持续，部分地区还有轻度寒露

风天气，对晚稻生长发育不利。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截至 10月 12

日，全国秋粮已收获完成 58.2%，进度比去年同期慢 0.7 个百分点，其中

一季稻已收 59.1%。江淮东部、江南东部及福建、云南部分地区一季稻处

于乳熟至成熟期，东北地区处于收获期，其余大部处于收获末期。江南

大部、华南北部晚稻处于灌浆乳熟阶段；华南南部处于孕穗至抽穗期，

部分进入乳熟期。全国晚稻一、二类苗占比分别为 9%、87%，一类苗较上

周减少 2个百分点，二类苗较上周增加 1个百分点。

目前正值南方中籼稻大量上市期，各方主体积极入市收购，为了减

少新稻收购的价格压力，政策性中晚籼稻拍卖择机暂停。国家粮食交易

中心信息显示，从 10月 16 日开始，暂停 2018～2019 年产政策性中晚籼

稻投放。本周投放量下降至 120 万吨（包括早籼稻 60 万吨，粳稻 60 万

吨），较节前周度投放量减少 60万吨，减幅 30%。

据统计，10 月 15 日国家通过竞价交易方式向市场投放 2017～2019

年产政策性稻谷 120.2 万吨，实际成交 8.6 万吨，成交率 7.1%，成交均

价 2414 元/吨。其中，江西省早籼稻成交量 4 万吨，湖南省早籼稻成交

量 4.5 万吨，黑龙江省粳稻成交量 0.1 万吨，吉林省粳稻全部流拍。 随

着东北新季粳稻陆续收获上市，拍卖市场行情受到严重打压。综合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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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0月 15 日，2020 年政策性稻谷累计投放 9271 万吨，实际成交 1268

万吨，成交率 13.7%，成交均价 2298 元/吨。与去年同期相比，总成交量

增加 60万吨，增幅 5%，出库率超过七成。

10 月 23 日计划投放 2017～2019 年产稻谷 120 万吨，早籼稻和粳稻

各 60 万吨。分年份看，2017 年产 20 万吨，2018 年产 50 万吨，2019 年

产 50 万吨；分省份看，江西 51万吨，湖南 9万吨，黑龙江 40万吨，吉

林 20万吨。

当前中晚稻上市量逐渐增加，稻谷市场购销主力从早籼稻转移至中

晚稻，由于市场主体看涨预期较强，短期中晚稻价格保持稳中上涨走势，

多数地区价格已经高于托市价。预计后期中晚稻主产省大范围启动托市

收购的概率较小,收购市场活跃度将大幅提升。（原文刊登于 2020 年 10

月 17 日粮油市场报 B04 版）

【关注粮油价格】

据中华粮网 10月 20 日最新消息，我省粮食批发价情况如下：

1、福建福州 标一早籼米 3540 元/吨（批发价）

2、福建福州 标一中晚籼米 4020 元/吨（批发价）

3、福建福州 中等早籼稻 2840 元/吨（批发价）

4、福建福州 中等中晚籼稻 2900 元/吨（批发价）

5、福建福州 特一面粉 3240 元/吨（出厂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