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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第 4766 号建议的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以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为载体，建设国家粮

食安全产业带，有效衔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建议收悉，经商国

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现

答复如下：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优质粮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对深

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的文章作出重要指

示，李克强总理对加快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出明确要求。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2019 年以来连续三年中央一号文件和“十四

五”规划纲要，都对推进优质粮食工程作出明确部署。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国家粮食和储备局组织实施优质

粮食工程，在促进农民增收、增加优质粮食有效供给、推动粮食

产业提质增效、满足百姓消费升级需求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为

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

针对您提出的通过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加大扶持力度、强化

科技和人才支撑等持续加大优质粮食工程支持力度的建议，我们

做了以下工作：

一、强化顶层设计。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署，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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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国家粮食和储备局等部门开展专

题研究，加快推进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方案的编制工作。

2021 年 6 月 18 日，财政部、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联合印发了《关

于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的意见》（财建〔2021〕177 号），强调

充分认识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的重大意义，部署开展粮食绿色

仓储、品种品质品牌、质量追溯、机械装备、应急保障能力、节

约减损健康消费“六大提升行动”，明确要求加强组织领导、政

策支持和考核监督，为启动新一轮优质粮食工程建设提供了重要

政策依据。

二、加大支持力度。2020 年，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乡村

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 年）》，引导在重要物流节点、粮食生

产功能区等布局加工产能。支持龙头企业到粮食主产区开展就地

加工转化，中央财政安排 30 多亿元，建设 37 个以粮食为主导产

业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并引导其向粮食主产区布局。2017

年以来，中央财政安排奖励资金 215 亿元，引导带动地方和社会

投资 600 多亿元，有力推动了优质粮食工程落地见效。鼓励各地

加强资金统筹，统筹中央财政安排的产粮大县奖励资金、粮食风

险基金等，积极支持优质粮食工程。加大信贷支持力度，2020

年，国家粮食和储备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联合印发通知，对优

质粮食工程重点示范企业给予信贷支持，目前已认定重点示范信

贷支持企业 345 家，发放优惠贷款 300 多亿元。

三、落实用地用电政策。2020 年，自然资源部改革土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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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管理，明确以真实有效的项目落地作为配置计划的依据，统筹

安排新增和存量建设用地，切实保障有效投资用地要求。有关省

份要统筹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计划和存量盘活利用，大力支持粮食

产业发展重点项目建设。2013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

调整销售电价分类结构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3〕973

号），明确和规范了农业生产用电价格适用范围。国家粮食和储

备局商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粮食烘干属于文件中规定的农产品

“脱水”，指导各地积极争取，浙江、四川、吉林、上海、安徽

等省（市）针对“粮食初加工用电享受农业生产用电价格”出台

了具体政策措施。

四、加强科技创新和人才建设。自 2018 年《关于“科技兴

粮”的实施意见》印发以来，国家粮食和储备局积极推进相关工

作落实落地，按照定期工作调度机制，每 6 个月调度各省份科技

兴粮工作进展情况；积极通过科技周等多种形式，组织交流科技

和人才工作经验。大力推动已批复的 13 个技术创新中心，充分

发挥聚集创新要素、服务产业的作用。搭建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

科技“三对接”平台，促进粮食科技成果高效转化。结合“十四

五”重大科研要求，国家粮食和储备局正在编制《“十四五”粮

食和物资储备科技和人才发展规划》。农业农村部推动培养高素

质种粮人才工作，开展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能力培训，实施百万

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计划。科技部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启动实

施“七大作物育种”“智能农机装备”等重点专项，有效助力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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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行业科技创新。

下一步，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将聚焦优质粮食工程升级版路径

和重点，指导各地制定实施方案，突出项目支撑，坚持典型引领

和龙头企业示范带动，持续放大优质粮食工程成效，促进国家粮

食安全产业带建设，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贡献力量，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

续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坚持完善稻谷、

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在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的同时，更加有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农业农村部将进一步提

高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针对性和导向性，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

机制，强化粮食生产科技支撑，支持龙头企业到粮食主产区布局，

提高种粮生产效益。财政部将鼓励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落实

相关政策要求，为粮食企业提供信贷支持。自然资源部将指导地

方抓紧制定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实施细则，为乡村振兴

提供土地要素保障。科技部将在“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

布局相关重点专项，为粮食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感谢您对粮食和物资储备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