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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粮食局关于大力促进 

节粮减损反对粮食浪费的通知 

 

国粮发〔2014〕16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食局，黑龙江省

农垦总局，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中纺集团公司，有关粮食科研院所、高校：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厉

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的意见》（中办发〔2014〕22 号）和中宣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节俭养德全民节约行动的通知》（中

宣发〔2014〕21 号）精神，大力促进节粮减损反对粮食浪费，

现通知如下： 

一、把促进节粮减损反对粮食浪费作为粮食部门一项重要

的职能职责履行好、落实好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粮食供求长期处于紧平

衡状态。但是，当前粮食产后收购、储存、运输、加工、消费

等环节损失浪费问题突出。大力促进节粮减损反对粮食浪费，

是新形势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增加粮食有效供给的迫切需

要，是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传统美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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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观，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举措，

是贯彻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守

住管好“天下粮仓”、全面实施“粮安工程”的重要内容，是各

级粮食部门肩负的光荣使命和政治责任。 

各级粮食部门要把促进节粮减损反对粮食浪费作为一项必

须长期坚持不懈的重要职能职责，列入粮食行政管理工作的重

要日程，把国家赋予粮食部门厉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的职责任

务落到实处。要大力弘扬创业、创新、节俭、奉献的“四无粮

仓”精神和“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的光荣传统，切实抓

好粮食流通和消费各环节的节粮减损。要明确责任分工，建立

健全节粮减损工作机制，加强协调和指导，突出抓好薄弱环节

和重点单位的节粮减损工作，全面实施粮食收储供应安全保障

工程，努力形成节约集约、绿色低碳、科学健康的粮食流通方

式和消费模式，尽快建立起政府主导、需求牵引、全民参与、

社会协同推进的节粮减损新机制，确保节粮减损反对粮食浪费

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二、有效减少流通和消费各环节粮食损失浪费 

（一）抓好粮食收购工作促进农民减损增收。粮食部门要

认真执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和“五要五不准”收购守则，及时

收购农民余粮，确保不出现农民“卖粮难”。大力实施“粮食产

后服务工程”，为售粮农民提供粮食烘干、清理除杂等服务，指

导和帮助农民搞好因灾受损粮食的晾晒整理，积极扩大农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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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储粮专项实施规模和范围，大力研制推广储粮新装具，为农

户提供科学储粮技术培训和服务，尽快启动实施种粮大户、家

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等规模化农户科学储粮试点，东北地区要

加快解决“地趴粮”霉变问题，努力减少粮食产后损失，促进

种粮农民增产增收。 

（二）加强粮食仓储设施建设和仓储管理工作。会同有关

部门编制实施粮食仓储设施建设规划，加大粮食仓储设施建设

力度，加快修复“危仓老库”，抓紧解决粮食收储能力不足问题。

积极推广应用节粮减损提质增效新技术、现代粮仓建设技术和

物流技术，储粮“四合一”升级新技术，扎实推进“智能粮库”

建设，尽快提升科学储粮减损能力。坚持制度管粮和技术管粮

相结合，严格执行《粮油仓储管理办法》和《粮油储藏技术规

范》等制度标准，落实储粮质量安全责任制和各项管理措施，

确保储存粮食数量、质量和卫生安全。督促指导粮食企业切实

做好入库粮食的除杂整理和分类储存保管，提高入库粮食质量，

杜绝霉粮坏粮事故。要持续深入开展“四无粮仓”（无虫害、无

变质、无鼠雀、无事故）创建活动，进一步提升仓储管理科学

化规范化水平。强化职业教育培训，开展岗位练兵，不断提高

仓储管理人员的职业技能。 

（三）抓好粮食运输环节减损。积极争取交通、铁路等部

门支持，大力发展原粮“四散”（散装、散运、散卸、散存）运

输，加快粮食大型装（卸）车点建设。加快推广散粮汽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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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船舶等新型专用运输工具和散粮、成品粮集装箱（袋）、面粉

散运专用车等集装运输装备及配套装卸设备。提高粮食物流调

运科学管理水平，优化线路，简化运输环节，缩短运输周期，

避免粮食运输装卸中的洒漏、受潮、霉变和污染，减少粮食运

输环节损失损耗。 

（四）切实解决成品粮过度加工问题。会同质检等部门加

强粮食加工标准的宣传贯彻和实施工作，建立健全粮油适度加

工标准体系，防止过度加工造成粮源损失和营养流失。推进粮

油加工业节粮减损行动，实施千家重点加工企业出品率提升计

划，推广高效低耗新技术，发展既有利于营养健康又节约粮油

的新产品，提高粮油加工和转化利用率。加快淘汰高耗粮、高

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和工艺设备。推进粮油加工副产物综

合利用，提高饲料营养价值和加工转化率。 

（五）促进餐饮消费环节节粮减损。大力推进主食产业化，

加快主食加工配送中心建设，根据不同群体、不同层次的消费

需求，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安全可靠、营养健康的“放心粮

油主食”产品。积极配合商务等部门，引导消费者节约用粮、

科学消费、文明消费，普及“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常识，

鼓励餐饮企业发展大众餐饮，推行商务餐分餐制和可选择套餐。

倡导文明餐桌和“光盘”行动，督促指导餐饮企业要在显著位

置张贴爱惜粮食、禁止浪费提示牌，提醒消费者杜绝餐桌浪费。

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公务活动用餐管理，积极推行简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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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饮食，杜绝公务活动用餐浪费行为。推进单位食堂节俭

用餐，鼓励家庭节约用餐。 

（六）强化节粮减损科技支撑。在粮食流通各环节全面推

广节粮减损新设施、新技术，开展粮食收购、储存、运输、加

工、消费等环节损失浪费情况调查，制定节粮减损具体措施。

国家粮食局将通过粮食公益科研专项设立重点项目，组织研究

制定科学的调查方法标准，建立用粮节粮调查、成效评估信息

平台和监测机制，组织各地积极开展调查和数据采样工作。国

家粮食局还将会同科技部组织实施节粮减损科技行动计划，集

中力量组织研发集成一批节粮减损关键技术；会同质检部门制

订或修订节粮节能智能化新技术装备、粮食储存、运输损耗定

额标准，成品粮储备保质期标准，加工转化和粮食包装物标准

及技术规范等。各地要按照国家局和有关部门的部署要求认真

组织实施，切实抓好落实。粮食科研院所、高校等要加紧研发

节粮减损新科技，积极参与爱粮节粮推进活动，为促进节粮减

损反对粮食浪费提供科技支撑。 

三、深入开展爱粮节粮宣传教育活动 

（一）开展“节约一粒粮”公益宣传。各级粮食部门要大

力开展节俭养德和“节约一粒粮行动”。加强粮情和节粮宣传教

育，创新宣传内容和载体，推出一批公众喜爱的爱粮节粮科普

读物、口袋书、宣传册、招贴画、公益广告、微电影等，增强

爱粮节粮宣传的群众性、广泛性和趣味性，普及粮食安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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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节粮和用粮知识。要加强与有关部门和单位联系合作，在飞

机、火车、公交车、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醒目位置张贴爱粮

节粮公益宣传画，开通“爱粮节粮”网络信息平台，提高公众

的认知度和参与度。 

（二）组织好“世界粮食日暨全国爱粮节粮宣传周”“粮食

科技活周”等专题宣传活动。会同宣传、发展改革、农业、商

务、科技、财政、交通运输、质检等有关部门，组织好“世界

粮食日暨全国爱粮节粮宣传周”“粮食科技活动周”“放心粮油

宣传日”等宣传活动，积极参与“食品安全宣传周”等活动。

充分借助媒体宣传渠道，运用主题展、经验交流、专题报告等

多种形式，面向全社会广泛开展爱粮节粮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爱粮节粮先进单位和示范家庭创建活动，推广节粮示范企业、

示范家庭、示范学校等典型经验。会同中国科协开展“爱粮节

粮优秀科普作品”推介、科普教育培训推广活动。 

（三）深入开展“爱粮节粮”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

军营、进食堂等行动。会同妇联组织、民政部门等，以社区、家

庭为单位，广泛开展家庭节粮科普活动、“节粮小窍门”征集活动

及节粮知识竞赛，有效推广家庭科学购粮、科学存粮和科学用粮，

推荐评选“爱粮之家”和“节粮主妇”。组织编印节粮减损《主妇

手册》《学生手册》《饭店厨师手册》《食堂单位手册》等。会同教

育部门强化爱粮节粮教育从“娃娃”抓起的意识，参与“校园营

养师培训计划”，积极推进“爱粮节粮”进课堂、进课本。认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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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节粮节能节水”行动以及各种节粮体验活动。继续创建全国

中小学生爱粮节粮教育社会实践基地，组织中小学生开展爱粮节

粮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军营储粮新技术成果运用，提高拥军服务

科技含量，建立“粮油科技进军营”长效机制，逐步实现军营全

覆盖，不断提高军粮供应服务水平。会同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推进

单位食堂节粮，倡导按需取用，杜绝浪费。在学校和企事业等单

位食堂探索实行节粮巡查员制度，制止浪费粮食的行为。 

（四）推动“青年志愿者”爱粮节粮宣传。会同共青团组

织和教育部门，组织实施“爱粮节粮青年志愿者行动计划”，组

织以青年粮食职工为主体的青年志愿者走进社区、家庭、学校

和酒店餐厅等场所，采取宣讲节粮常识、发放节粮提示卡、宣

传册等方式，广泛开展爱粮节粮宣传。各级粮食部门要加强与

共青团组织的联系合作，积极推动成立当地“爱粮节粮青年志

愿者协会”，建立青年志愿者队伍。 

四、加强节粮减损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监督检查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粮食部门要切实加强对节粮减

损反对粮食浪费工作的组织领导，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

抓紧研究提出节粮减损行动实施方案，形成工作合力。要积极

争取财政部门支持，将爱粮节粮工作经费列入年度预算。国家

粮食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快推进《粮食法》立法进程，抓紧修

订《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对节粮减损作出规定，明确奖惩措施。 

（二）加强监督检查。各级粮食部门要加强对节粮减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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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监督检查，对发现的突出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对节粮减损

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要通报表扬。对粮食流通各环节中

的违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导致粮食重大损失的，要严肃追究

有关人员责任。要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到窗口单位、

公共场所、公共机构等巡视检查，评估节粮成效。 

（三）积极推行节粮减损市场化机制。创新投融资方式，

积极引导多元投资主体和各类社会资本投入节粮减损设施建

设，提高节粮减损装备和技术水平。充分调动多元市场主体、

协会、学会等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共同推进节粮减损工作。涉

粮企业要严格遵守节粮法规、标准及规程，严格履行《爱粮节

粮自律公约》，加强内部管理，及时公开节粮信息。中央粮食企

业、地方国有粮食企业要率先垂范，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切实

提高节粮减损技术和管理水平。 

各级粮食部门要切实增强促进节粮减损反对粮食浪费的责

任感和紧迫感，主动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合作，积极争取各

方支持和配合，扎实开展好节粮减损反对粮食浪费工作，为继

续做好广积粮、积好粮、好积粮三篇文章，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国家粮食局 

                             2014 年 7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