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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粮食安全】

耕地保护：严守 18 亿亩耕地的红线，稳住 16 亿亩播种面积的

底线，努力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高标准农田建设：大规模建设高标准农田，解决旱涝保收的问

题，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农业科技创新：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提升农机装备水平，转变

农业发展方式。

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施将有助于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保障国

家经济的命脉和人民生活的稳定。

【国家粮食政策】

强化科技支撑，筑牢粮食安全基石

——传达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坚决扛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这为新时期以科技创新

为支撑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指明了方向。当前，科技作为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的关键引擎，在品种培育、高产技术以及农机装备等方面为

粮食稳产增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也要看到，我国农业科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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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领域仍存在一些短板与不足，应进一步加强协同攻关、成果转化

和人才建设，强化科技支撑作用，筑牢粮食安全基石。

第一，我国逐步构建了以基因编辑、全基因组选择、合成生物

等关键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生物育种体系，培育出具备高产、优质、

抗病、抗逆、广适等特性的新品种，显著提高了粮食作物单产水平。

第二，各地集成创新了水稻侧深施肥、小麦宽幅精播、玉米密

植滴灌、大豆大垄密植等一批高产技术模式，示范点平均增产都在

10%以上。

第三，我国农业机械总动力现已超过 11 亿千瓦，小麦、玉米、

水稻三大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分别达到 97.81%、91.67%和

88.03%。

【协会活动】

市发改委领导调研指导粮油企业

节后复工复产情况

2025 年 2 月 13 日（农历正月十六），泉州市发改委党组成

员、总规划师庄怀泽带领监督科、粮储科相关负责人，泉州市粮食

行业协会会长蔡振南，轮值会长杨荣荣、吴錫銘，监事长卓成加，

秘书长孙伍铭，以及晋江市发改局、惠安县发改局、台投区科经局

等粮储分管领导，深入我市多家粮油企业，开展节后复工复产情况

的调研工作。

调研组一行首先来到了位于晋江市的泉州市汉穗食品有限公司。

该公司自 1995 年创立以来，始终坚守“吃好米，吃健康”的品牌

理念，经营大米加工、分装及销售等多项业务，2024 年总销售量达

到了 9250 吨。庄怀泽总规划师详细询问了企业节后的复工复产情

况，对企业在新的一年里的经营计划给予了高度关注，并提出了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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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的指导意见。他鼓励企业继续做大做强，争取成为我市粮食行业

的龙头企业。

随后，调研组前往泉州市天稻粮油贸易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由

陈宝强先生于 1990 年创立的强兴红粮油行发展而来，如今已拥有

独立的立体统舱 3000 平方，专业化的后勤团队，以及同城物流配

送公司，实现了全渠道覆盖。庄怀泽总规划师对企业的经营模式和

销售业绩表示赞赏，并特别关注了企业在食用油、大米等类别的经

营情况。他要求相关发改部门对企业存在的困难给予积极配合和支

持，确保企业能够顺利复工复产。

最后一站，调研组来到了福建省稻香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该

公司位于泉州台商投资区，不仅拥有丰富的劳动教育资源，还是省

市科技特派员示范基地和福建省水稻工厂化机插育供秧服务中心。

庄怀泽总规划师对企业的基地建设和农业发展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并鼓励企业继续发挥自身优势，推动农业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

为泉州市的粮食产业做出更大贡献。

在调研过程中，庄怀泽总规划师强调，粮油企业作为民生保障

的重要力量，要切实承担起社会责任，确保粮食供应的安全和稳定。

同时，他也表示，市发改委将一如既往地支持粮油企业的发展，为

企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和服务支持。

此次调研活动不仅了解了粮油企业节后的复工复产情况，也为

企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相信在市发改委的领导下，泉州市的

粮油企业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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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家信息联络点报道】

1 . 喜讯!--泉州粮油四项大米产品荣获 2024 年度“福建好粮

油”荣誉：

【市场行情】

国际小麦价格狂飙 国内市场能涨多高

近期，国际小麦市场价格上涨，全球小麦市场正面临供需失衡

的挑战。俄罗斯小麦产量下降以及全球小麦库存减少，可能推动小

麦价格在未来两个月上涨 15~20 美元/吨。后市重点关注小麦主产区

天气变化情况以及农业政策调整情况。

国内小麦价格整体波澜不惊，制粉企业面粉、副产品走货清淡,

价格弱势调整，利润整体微薄。由于企业整体库存水平较低，积极

小幅提价促收。价格区间维持在 1.19~1.22 元/斤。后市重点关注面

粉企业开机情况以及面粉走货情况。

俄麦产量预期减少 全球出口供应下降

近期多家机构预计，2025 年俄罗斯小麦产量将进一步下降。

ProZerno 公司首次预测 2025 年俄罗斯谷物产量为 1.2288 亿吨，同

比下降 1.7%,比过去五年均值减少 10%。预计小麦产量为 7744 万吨，

较 2024 年的 8242 万吨下隆 6%。IKAR 机构也下调 2025 年小麦产量

预估至 8200 万吨，主要因冬季隆雪不足，冰冻天气可能损害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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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悲观情景下，产量或降至 7700 万吨，而乐观情况下预计为 8700

万吨。下周俄罗斯大部分地区气温将低于正常水平，东北部、乌拉

尔和西伯利亚北部降温尤为明显。中央黑土地区夜间气温可能降至

零下 17 度，白天气温降至零下 10 度，影响冬小麦生长。

USDA2 月报告显示，美国农业部进一步下调俄罗斯、乌克兰的小

麦出口预期,并调低中国小麦进口预期。俄罗斯 2024/2025 年度小麦

出口预估值下调 50 万吨，至 4550 万吨，低于上年的 5550 万吨;乌

克兰出口预估值下降至 1550 万吨，低于上年的 1858 万吨。中国小

麦进口预期减少 250 万吨，至 800 万吨，同比下降 41.3%。剔除中国

因素后，2024/2025 年度全球小麦库存为 1.2696 亿吨，库存用量比

为 14.8%，低于上年的 15.4%。主要出口国的期末库存为 3251 万吨，

同比减少 18.6%，库存用量比隆至 9.9%，显示全球小麦出口供应依

然紧张。

国内麦价小幅上行 中小粉企开机趋升

上周小麦价格稳中偏强运行，主要受供需关系及市场情绪影响。

市场售粮意愿不强，小麦上量较少供应偏紧支撑价格小幅上涨。中

储粮陈麦拍卖轮换持续,市场供应总体充足，限制小麦价格上涨空间。

此外，玉米价格走高也对小麦价格形成底部支撑。

上周，主产区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中小企业开机率

分别为33.48%、33.86%、33.06%、35.63%、34.67%，平均开机率34.14%，

环比上涨 12.6%,同比上涨 22.9%。

（来源：中华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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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价格】


	【协会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