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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泉州市发改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的决策部署，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采取四项有力措

施扶持粮食产业发展。一是继续实施优质粮食工程建设，二是持续开展

放心粮油经销店认定活动，三是持续加强和推进“一品一码”工作，四

是鼓励企业积极引粮入泉。

【国家粮食政策】

推进优质粮食工程企业：7 月 6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召开深

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企业视频座谈会。会上，中粮集团介绍了通过种植、

仓储、加工、品牌销售全产业链建设，全面提升粮油食品品质，增加优

质产品供给；中化集团介绍了通过发挥 MAP 全产业链优势，深入推进优

质粮食工程，助力阜南脱贫攻坚、振兴天津小站稻等案例；北大荒集团

从推动粮食产业产购储加销“五优”整体联动、优化环节衔接等方面提

出了合理化建议。

组建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目前全国 16个省份(包括 13 个

粮食主产省份)已经组建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基金总规模达到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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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通过基金增信融资，累计向 2000 多户粮食企业发放粮食市场化收

购贷款 1130 亿元，有效缓解了粮食企业特别是基层小微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

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强调要增强宏观政策实施的时效性，

着力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坚持并全面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

的货币政策和就业优先政策，对企业更大规模减税降费让利。今年通过

改革建立了新增财政资金直达基层的机制，要确保尽快见效、惠企利民；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进一步推动缓解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发展普惠金融，做到既有效增加信贷投放

量又明显降低综合融资成本。完善创业创新生态，吸引集聚人才，大力

发展工业互联网，以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催生更多新业态新模式，培育

在更大开放条件下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

【协会动态】

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召开 2020 年度工作交流会

7 月 7 日，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在泉州（中国）粮食城召开 2020 年

度工作交流会。泉州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郑华江，福建省闽粮购

销公司董事长钱小虎等领导莅临会议关心指导。

会议由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会长林书育主持。

会上，郑华江副主任充分肯定粮食行业协会在林书育会长、林建全

执行会长的带领下，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为我市粮油市场保供稳价、

粮食安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充分体现了行业担当和高度的社会责任

感。同时提出三点工作思路：一是增强品牌意识，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

程建设，打造更多泉州优质粮油品牌，不断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二是善

于搭建企业合作平台，强化协同合作，实现合作共赢。三是充分利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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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企业的扶持政策，特别是利用好引粮入闽、引粮入泉的奖励，企

业技术改造等资金的扶持，促进企业发展。

省闽粮公司钱小虎董事长：今天来泉州有几个目的，一是向泉州粮

食龙头企业学习。二是实地考察粮食加工企业生产情况，并寻找合作商

机。三是共同探讨进一步规范企业管理体制。四是探讨研究混合所有制

企业改革的方向。五是共同分析今年稻谷、小麦、玉米等主要市场行情

变化。

泉州城建粮油运营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刘辉龙：作为国有企业要

勇于承担应有的法定责任，积极履行好社会责任，努力创造企业的经济

效益责任。

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会长林书育：一是要解读好粮食政策，认清企

业发展趋势，二是做好市场预判，争创利润空间，三是积极培养人才队

伍，达到企业可持续发展。

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林建全：今年发生新冠病毒疫情期间，

农历正月初三我与协会副会长蔡振南深入到中国粮食城：了解粮油经销

商、粮食加工企业和粮食库存情况进行指导和检查。金穗米业带头提早

结束假期，正月初三开工生产，敞开粮食供应，并向社会作出郑重承诺，

不提价、不囤积，要积极配合政府做好粮食市场的调控，安排落实各经

销商粮油销售有序开展。

泉州益海嘉里副总经理雷礼华：一是疫情发生以来各行各业受到疫

情冲击，粮油行业也受到影响，特别是饮食行业影响较大，客观环境倒

逼我们做出创新变革，使得销售渠道多元化，开发小包装产品，食品工

业和烘焙产品逆势增长。二是粮食行业协会充分发挥沟通平台作用，协

调企业有序良性竟争。三是福建市场足够大，企业在政府和粮食行业协

会的指导下，要练要内功，不断提升企业管理和质量管控，提升服务水

平，公平公正竞争，把企业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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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城建粮油运营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刘辉龙，泉州市粮食行业

协会副会长蔡振南、吴伟奇、叶超鹏、张福州、叶宗清、卓成加，泉州

市华圣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黄良义，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秘书长孙伍铭

等与会人员，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分别对大米加工、应急大米管理、面

粉行业、储备粮管理和粮油贸易、粮食行业协会发展等方面踊跃发言，

建言献策，为我市粮食企业改革发展和粮食安全提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会员动态】

华圣食品：以精细化加工制胜市场

泉州华圣食品有限公司位于南安市官桥镇，是福建省内为数不多的

面粉专用粉生产厂家之一，日可处理小麦 400 吨，年产值超过 2 亿元。

众所周知，小麦专用粉是小麦生产大国的战略需要，也是发展食品

工业的市场需要，而生产小麦专用粉必须用先进的设备、生产工艺，走

智能化道路才能提升整体的效益。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为大型面粉加工企业，华圣食品十分

重视信息化建设，把企业和信息化建设放在首要位置。华圣食品引进 MES

管理系统及 ERP 管理系统，投资 100 多万元配备了完善的进口检、化验

仪器设施。主机采用瑞士布勒公司生产的制粉设备，确保面粉加工各项

加工指标达到高品质要求。以严格且多重的方式进行原料筛选，生产过

程运用 PLC 控制。进料后，经 128 道工序加工成粉，从小麦到制粉，再

到配粉、成品，车间集中控制，实时获取设备运行数据及在线各段成品、

半成品、原料投入与产出情况等相关数据。生产过程中当设备运转出现

问题时，及时报警，并停止相关联设备的运作，防止原材料堆积。还实

现产品质量可追溯性，可追溯到生产日期、班次、产量、产品名称、配

方、原材料来源等。整个生产流程在国内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华圣食品

车间获得“泉州市数字化专用粉示范车间”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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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圣食品生产技术总监张建中讲道，“信息化建设可有效提高工作

效率，提升产品质量，为企业管理人员提供有效数据资料，同时也为管

理、研发等方面带来极大便利。”

车间员工由原来 65 人缩减为 30 人。同时，加工耗电从 68 度/吨减

少为 55 度/吨，每年可节省耗电约 130 万度电，直接经济效益明显。产

品前路粉灰分也从原来的 0.60%下降到 0.45%，大幅度提升产品品质，出

品率也大大提升。

华圣食品在山东租用 1.2 万亩地，用于生产所需国产优质麦品种种

植，也与江苏某农场合作，种植 2 万亩，生产所需一些优质麦品种，保

障生产所需优质原粮的供应。间接带动了 2000 多人的农户、农民就业，

帮助增收 500 万元，从而也达到粮区与销售区无缝对接和双赢合作。

通过科学配比，华圣食品配制出不同食用品质的工业、民用用粉，

实现了面粉品质的优势互补，根据消费者需求，按照不同品种、风味、

规格等，按科学比例进行配比，缓解了小麦品质高低的矛盾。目前，华

圣食品共有“福川”“刺桐”“胖大师”三大品牌的高、中、低筋系列

面粉产品，与泡吧、早龙、鼎益、亿利达等众多知名食品企业合作。

华圣食品研发中心是泉州市级技术中心，这离不开董事长林书育超

前的管理理念，着力推进现代企业制度职业经理营运管理模式，聘请国

内一流的制粉专家和行业内优秀经营管理人员，各职能部门生产经营业

务骨干都来自业内著名企业的优秀人才。

【环球粮情】

小麦玉米价格上涨 大米价格走势分化

小麦：美国农业部称，今年美国所有小麦播种面积为 4425 万英亩，

这将是1919年有纪录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据俄罗斯农业咨询机构IKAR

和 SovEcon 称，2020 年 7 月份俄罗斯小麦出口量可能减少，因为收获开

始缓慢，导致小麦价格上涨。3 日，芝加哥小麦期货（CBOT 软红冬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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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收于每蒲式耳 490 美分，比上周上涨 0.67%；美国硬麦价格为每蒲式

耳 4.99 美元，下降 2.54%；俄罗斯西伯利亚软麦现货价格为 13750 卢布/

吨，持平。

大米：湄公河地区持续降雨，继续制约稻米收割工作，越南大米价

格上涨。泰国破碎率 5%大米出口价格每吨 497 美元，下降 20美元；越南

破碎率 5%大米价格每吨 433 美元，上涨 5美元；巴基斯坦卡拉奇破碎率

10%至 15%大米价格每吨 435 美元，下降 5 美元；印度破碎率 25%长粒大

米出口价格每吨 375 美元，上涨 5 美元。美国芝加哥交易所糙米期货价

格为每英担 16.53 美元，上涨 21.91%。因为季风降雨良好，政府提高新

稻收购价格，农户提高稻米播种面积，今年全球头号大米出口国印度大

米产量预计大幅增加，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印度大米出口商协会预计稻

米产量将高达 1.2 亿吨。此外，美国农业部发布的全球大米市场展望报

告显示，2020/2021 年度中国、印尼、泰国和美国的大米产量增幅预计创

下历史最高纪录，其中中国和泰国的大米产量预计分别增加 230 万吨和

240 万吨。澳大利亚、孟加拉、缅甸、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的大米产量也

预期大幅提高。

【防汛救灾】

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中央防

汛救灾物资保障地方洪涝灾害救助急需。于 7 月 9 日、7 月 11 日、7 月

12 日组织中央救灾物资合肥、福州、南昌、渭南、长沙、成都、昆明储

备库，分别向安徽、江西、湖南和贵州紧急调运 3000 顶帐篷、18000 张

折叠床 18000 床毛毯、190 艘玻璃钢冲锋舟和 45000 床毛巾被。入汛以来，

已累计调拨冲锋舟、帐篷、折叠床、被子、毛毯和毛巾被等 9.3 万余件

中央防汛救灾物资，有力支持了地方抗洪抢险救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