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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句天天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在粮食生产、

流通、加工、消费环节存在大量浪费现象。

【国家粮食政策】

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行动方案》

《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行动方案》公布了粮食节约减损行动，

全民节粮意识提升行动，餐饮行业反浪费行动，单位食堂反浪费行

动，加强损失浪费统计调查等五项重要部署，进一步突出全链条推

动粮食节约，也就是从田间到餐桌的一系列环节中都要节约粮食。

行动方案提出的总体目标是到 2027 年年底，粮食生产、储存、

运输、加工损失率控制在国际平均水平以下，餐饮行业、机关食堂、

企业食堂等人均每餐食品浪费量明显下降。要求在全国甲乙级旅游

民宿评定中重点检查反食品浪费情况；加强舆论监督，曝光食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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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行为；严禁制作、发布、传播宣扬暴饮暴食等浪费食物行为的节

目或音视频信息。

引导粮食适度加工,提高粮油出品率。

在粮食加工环节的减损节约，一度以来比较容易被大家忽视。

本次行动方案在这一方面作出了更加全面的部署。

我们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一些消费者过度追求精米白面，其

实是带来了粮食的过度加工，出品率的降低，产生了我们加工环节

的粮食损失。同时，过度加工也会造成粮食产品里面的维生素、矿

物质等营养物质的流失，长期食用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本次行动

方案针对这个问题，强调粮食要适度加工，提高我们粮油的出品率，

通过技术进步进一步减少粮食加工环节的损失。

行动方案中明确，支持开展包括粮食、肉类、蔬菜、水果、水

产品等在内的全口径食物损失浪费基础数据调查研究。

行动方案提出：常态化开展粮食生产、储存、运输、加工等损

失统计调查。常态化开展餐饮行业、机关食堂、学校食堂、国有企

业食堂等食品浪费统计调查。探索开展家庭及零售环节食品浪费评

估，鼓励支持餐饮服务网络平台开展外卖食品浪费评估。

【协会动态】

泉州市发改委组织召开粮食物流降本增效

工作座谈会

11 月 26 日上午，泉州市发改委组织召开“降低粮食物流成本，

提高粮食运转效率”工作座谈会。

泉州市发改委党组成员、总规划师庄怀泽，粮储科四级主任科

员黄德彦科长，四级主任科员黄俊德副科长，石狮市发改局有关领

导，泉州太平洋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负责人，泉州市粮食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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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蔡振南、执行会长林嘉睦、秘书长孙伍铭，以及石狮市金源粮

油有限公司、石狮市清莲面粉制品有限公司、石狮市金星粮油有限

公司、福建顺成面业发展有限公司、晋江金谷粮油有限公司等会员

企业代表参加座谈会。

总规划师庄怀泽表示，今天召集大家来这里，一起探讨港口航

运部门如何配合支持粮食企业设立中转仓库，降低物流成本，提升

调运能力，拓展粮食业务等方面的工作。请大家各抒己见，提出较

好的意见和建议。

首先，泉州太平洋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市场营销负责人简要介

绍该公司基本情况。2006 年 8 月中远海运港口有限公司与泉州港务

集团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泉州太平洋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主营集装

箱、荒料石及其他散杂货业务，石湖作业区现有 7 个泊位，其中万

吨级以上泊位 6 个，2023 年石湖港区完成货物吞吐量 2278.56 万吨，

集装箱 131.1 万标箱，现有仓库两座，总面积为 3000 平方米，及 500

平方米为海关临时扣货库，港口露天堆场总面积 110 万平方米，其

中 4 万平方米为临时货物中转区。围头通关中心大楼为航运、物流

和金融机构等港口经济产业链，为企业提供办公营运场所，集口岸

联检、物流、企业运营、楼宇商务配套等功能一体的综合性大楼，

欢迎泉州粮食企业前来洽谈物流运输业务。

与会人员踊跃发言，深入交流讨论，根据各自企业的实际情况，

围绕粮食航运业务，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粮食运输数量大，利润

薄，资金大，铁路、陆运、海运都要做到精打细算。铁路、陆运运

输成本高，航运可以选择围头港和深沪港，目前粮食调运以货柜为

主。东北省外调入成品粮至泉州，航运要 15 天到 20 天，物流成本

低，但码头停留时间长。在收割季节或经营旺季时，粮食调运大部

分选择陆运，物流时间 3 至 5 天，但成本较高。建议港口航运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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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多鼓励两三千吨小型散货船前来靠码，配套粮食专用起吊区、堆

放区和粮食周转仓库，临时存放期限由原来 7 天时间适当延长至 15

天，避免罚款增加物流成本。

总规划师庄怀泽在讨论中指出，我市平均年消费粮食近 300 万

吨，75%靠外调入泉，市粮食行业协会要开展全市粮食流通企业各粮

食品种调入数量摸底工作。由于粮食物流体量大，要引导企业选择

信誉好、服务优的海运船务公司承接粮食船运业务，降低物流成本，

提高运输效率，等条件成熟之时，由市发改委牵头，市粮食行业协

会与泉州太平洋集装箱码头签订粮食海运的框架协议。

【18 家信息联络点报道】

1 10 月 23 日，省粮储局在省储备粮泉州直属库举办 2024 年系

统应对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活动，模拟浅圆仓有限空间救援和防汛抗

台应急演练。省粮储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林兆宇出席活动并致辞。

2 11 月 13 日，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总规划师

庄怀泽、南安市发改局陈跃生副局长等一行人莅临省储备粮泉州直

属库，开展仓储应急救援演练观摩调研工作。

3 11 月 18 日，2024 节约粮食（中国）论坛暨中国节约粮食设

计奖/可持续设计奖颁奖仪式在包装世界（上海）博览会现场举办，

来自政府机构、科研单位、粮农产品加工包装及供应链的代表们在

论坛现场共同讨论如何通过包装等减少食物损失与浪费。

4 热烈祝贺泉州市金穗米业有限公司入选南安市中小学生研

学实践教育基地、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5 热烈祝贺福建顺成面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惠香粮油

食品有限公司被评为中国粮食行业协会第十三批“放心粮油加工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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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热烈祝贺泉州金恒粮油有限公司被评为中国粮食行业协会

第十三批“放心粮油销售店”！

7 热烈祝贺泉州市天稻粮油贸易有限公司被评为中国粮食行

业协会第十三批“放心粮油配送中心”！

【市场行情】

稻米市场运行于合理区间 短期上下两难

目前，国内中晚稻已全面收获，新稻收购进入高峰，供应压力

有所增加。截至目前，已有河南、江苏、安徽和黑龙江四省启动了

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经过年初以来的持续回落，当前稻米

市场已基本处于相对合理的价格区间，但在政策托底的情况下，市

场已经摆脱前期持续下跌的状态，逐步处于合理水平。而国际大米

市场因产量增加，出口竞争激烈，价格以跌为主，对国内稻米市场

做多信心有所打击。

新稻市场总体平稳，大米价格相对较弱

在四省先后启动稻谷最低收购价预案的政策呵护下，目前稻谷

市场底部基本探明，加上晚稻收获质量较好，加工企业入市收购积

极性提升，南方新稻收购市场全面企稳，优质稻收购价格稳中小幅

上涨。东北因新稻正进入上市高峰，价格仍旧偏弱。由于当前正处

于大米需求淡季,随着新米上市量增加，价格小走弱。

11 月 18 日，黑龙江佳木斯圆粒粳稻收购价 2620 元/吨，周环比

持平:绥化圆粒粳稻 2640 元/吨，上涨 20 元/吨，长粒粳稻 2900 元/

吨，下跌 20 元/吨;龙江圆粒粳稻收购价 2660 元/吨，下跌 40 元/吨，

长粒粳稻 2860 元/吨，下跌 20 元/吨;鹤岗圆粒粳稻收购价 2620 元/

吨，上涨 20 元/吨。河南中晚籼稻收购价 2460 元吨，周环比持平。

湖北“丰两优”稻谷收购价 2710 元/吨，周环比上涨 20 元/吨:"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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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优”大米出厂价“黄华占”稻谷收购价 2900 元/吨，普通中晚籼

4020 元/吨，持平。江西普通中晚籼稻收购价 2590 元/吨，米出厂价

3840 元/吨，“黄华占”大米出厂价 4300 元/吨,周环比均持平。湖

南普通中晚籼稻收购价 2620 元/吨，中晚籼米出厂价 3900 元/吨，

周环比均持平。浙江杭州市场黑龙江产优质晚粳米批发均价 5740 元

吨，周环比下跌 20 元/吨;江苏产优质粳米 4640 元/吨，下跌 40 元/

吨;江西产晚籼米 4780 元/吨，下跌 20 元/吨;安徽产晚粳米 4380 元

/吨，持平。

稻米处于合理区间，短期预计上下两难

当前，国内稻米市场供应相对宽松，国际大米价格持续下跌，

但无需对国内稻米市场过于悲观。随着多地启动托市预案，国内稻

米市场的底部已基本明朗,已基本处于合理区间，继续下行空间有限,

短期将以小幅波动为主。

2024 年初国内中晚稻价格较高，全国中晚籼稻平均收购价达

2893 元/吨，粳稻为 2805 元/吨，笔者通过对国内外稻米供求形势的

前瞻性分析,认为当时国内稻米市场价格偏高，曾撰文指出，“2024

年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的省份或将增加，预计黑龙江仍将呈产大于

需,河南和安徽启动预案的可能性也较大，托市

收购量预计会较上年有所增加。

果不其然，截至 2024 年 11 月 6 日，全国中晚籼稻平均收购价

降为 2631 元/吨,粳稻为 2666 元/吨，与年初相比价格回落明显。目

前已有河南、江苏、安徽和黑龙江四省启动了托市收购预案。

经过年初以来的持续回落当前稻米市场已处于相对合理区间。

首先，虽然当前稻米价格仍高于小麦、玉米,但其价差已大幅缩

小。既不像 2022 年那样价格大幅低于小麦、玉米，也不像年初那样

大幅高于小麦、玉米，三者比价已基本恢复到历史均值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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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国内大米价格与国际大米价格也基本接近，既不像年初

那样大幅低于国际大米价格，也不像 2022 年那样大幅高于国际大米

价格。

第三，虽然目前已有河南、江苏、安徽、黑龙江四省启动最低

收购价预案,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国内中晚稻价格基本稳定在最低收

购价上方。既没有出现亢奋抢购现象，也没有出现大范围的农民卖

粮难现象，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同时，适度增加托市稻谷的收购，

有利于国内稻谷库存保持适当水平，更利于后期国内稻米市场保持

平稳运行。

（来源：中华粮网）

【粮油价格】

福建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