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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全县粮食流通工作会议时任国家粮食局局长任正晓来肥东调研 县委书记耿延强在张集粮站调研

“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问题
从来都是个大问题，我国是个人口众
多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
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总书记指出，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
在自己手上。2016年以来，肥东县
粮食部门以保障县域粮食安全为重
点、以促进农民增收为己任，坚持夯
实基础，拉高标杆，自我加压，勇于担
当，主动作为，改革创新，以新状态、
高定位、敢作为谋求粮食流通事业新
发展，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

▋殷锐 李时清

殚精竭虑，破解粮农卖粮难
粮食收购是粮食流通工作的源头，是国

有粮食企业第一要务，抓好收购就牵住工作
的“牛鼻子”。因此，县粮食局在今年粮食工
作会议上指出，突出做好收储主业是粮食流
通的工作主线，是为农民服务最大的实事，必
须守住“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午季小麦收割
收获季节，该县遭遇少见的连阴雨天气，农民
收获大量高水分小麦堆放在家，如得不到及
时干燥处理，将霉烂变坏无法出售，一季的辛
劳付诸东流。全县粮食系统上下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主动作为，帮粮农排忧解难。肥东
县粮食局党委书记、局长殷锐紧急召集有烘
干设施的单位负责人会商，局主要负责人在
会上动情的说，粮农就是我们在坐各位的衣
食父母，粮农遇到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一
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帮农民解决“晒粮难”和因
品质下降“粮难卖”问题。动员会后，各方立
即行动起来，所有粮食收储企业免费开放晒
场，方便农民整理出晒。烘干企业开足马力，
加班加点烘干。由于今年小麦质量差别较
大，必须采取政策性和市场收购两种方式进
行，政策性收购18678吨，切实做到符合最低
价、临储收购质量标准的应收尽收，让农民满
意。市场收购引导粮农将小麦好差区分，分
等出售，动员天雪面粉、金农饲料企业主动入
市收购，力邀江西南昌海大、江苏南通粮贸、
浙江杭州等外省用粮企业来我县收购64833
吨，帮农民分忧解决“卖粮难”，在市场价格一
路下行粮难卖趋势下，力争把灾害给粮农带
来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秋季稻谷收购，全县
可投入仓容近20万吨，可确保不出现因仓容
不足“卖粮难”。自 9 月 26 日启动最低价收
购预案以来，肥东县已有16个库点收购最低
价稻谷近 5 万吨。各收储库点收购过程中，
质价政策、收购流程图、收购样品等在醒目位
置公开，让农民卖“明白粮”。水杂等指标仪
器测定，让农民卖“放心粮”。监督检查到位，
杜绝“打白条”、压级压价、随意扣量等损害农
民利益的行为，让农民卖“舒心粮”；优质服务
坚持做到“早开门、晚关门、中午不歇磅”，为
普通卖粮农户开通绿色售粮通道，为种粮大
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行预约收购和粮
食质量预检，努力缩短卖粮的等候时间，让农
民卖“满意粮”。秋收期间，王民生副市长等
深入肥东县白龙中心粮库实地查看，同前来
售粮的群众拉起了家常，仔细询问他们今年
的粮食收成情况，卖粮难不难，售粮款能否及
时到账，当听到群众肯定的回答后，他频频点
头表示满意。全县各政策粮收储库，严格执
行粮食收储政策，敞开收购，保护种粮农民利
益，预计今年最低价收购稻谷收购 15 万吨，
将带动全县粮农增收3000万。

粮满仓天下安 开新篇大跨越
——肥东县粮食局创新发展专题报道

挥汗如雨，储粮安全零事故
粮食储存安全是粮食流通工作的

基础，更是国有粮食企业日常工作的重
中之重，抓好储存就是建起了粮食安全
储存工作的“防火墙”。预计 2016 年全
县库存粮食将高达50万吨，再创历史新
高，粮食安全储存压力倍增。为此，县
粮食局落实储粮安全责任制和加大科
学保粮设施的投入并重，真正担当起粮
食人守住管好天下粮仓的职责。日常
的粮情检查做到三天一小查，七天一大
查，刮风下雨随时查，以勤查做到第一
时间掌握粮情，以早防早治确保库存粮
食安全。粮食储存保管定人定岗定责
定奖惩，安全储粮规范人手一册，严格
规范操作,层层落实安全储粮责任。科
保设施投入 200 余万元，全面采用先进

“四合一”储粮技术，低温、低药量“双
低”储粮应用全覆盖，“四无”粮仓百分
百，高质量通过春季粮食库存检查。粮
食人继承和发扬“宁流千滴汗，不坏一
粒粮”的传统，珍惜和保管好粮食。撮
镇国家粮食储备库职工今年汛期 24 小
时值守，电闪雷鸣之夜，他们顶着狂风
暴雨巡查，防汛排涝除隐患。撮镇中心
粮库职工，夏季经常冒着近 40 度的高
温，开展保粮工作。今年7月份，时任国
家粮食局局长任正晓一行，到撮镇中心
粮库视察调研，他登上粮仓，亲手扦了
一份样品仔细查看粮质，下仓后他当着
省市粮食局长和县委耿延强书记的面，
对撮镇中心粮库负责人说：“你们的粮
食管的很好，职工很争气，不错”。

攻坚克难，推进项目力度大
项目是“促增长”的关键，也是“强

基础”重要载体。重点项目的实施就是
全 县 粮 食 流 通 工 作 大 发 展 的“ 加 速
器”。今年全县粮食系统共实施烘干、
仓储设施建设、粮库智能化升级改造等
重点项目，预计年底累计完成投资2020
万元，其中财政投资 1398 万元，带动完
成固定资产2622万元，从而推动发展大

提速。八斗富旺粮站投资408万元建成
日处理360吨粮食烘干中心，将在11月
底正式投产，可缓解该县北部地区的农
民“晒粮难”。撮镇中心粮库全力做好
桥头集粮站30多户的住房拆迁工作，不
遗余力攻克拆迁难，如期实施 3.7 万吨
仓储设施恢复重建项目，该项目获中央
预算内投资 555 万元，目前项目进展顺
利，一期 1.5 万吨仓储设施年底前可装
新粮。白龙中心粮库、阚集军供站分别
自筹资金 420 万和 202 万，新建高大平
房仓 1.2 万吨和 0.6 万吨，近 3 万吨新仓
投入使用，将确保我县农民种粮卖得
出、装得下、储得好。全县将投入435万
元启动粮库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升级
改造 18 个粮库、1 个省级粮食储备库和
1 个县级粮食部门信息管理终端，达到
与省级数据中心互通互联，粮食流通管
理的信息化、规范化、精细化、智能化水
平实现质的飞越，着力打造“智慧东
粮”。“放心粮油”工程扎实推进，阚集军
供站为部队提供一站式服务，保供有
力，豆宝等放心粮油供应充足，全县十
八个建制镇到年底每个镇至少有1-2个
放心粮油店供应，正积极申报全国“放
心粮油”示范县。“中国芝麻油之乡”名
落肥东。

标新立异，探索发展新途径
按部就班、思想僵化就会失去发展

的机遇，创新是发展的重要动力，创新
是带动发展的“火车头”。今年全县粮
食系统扎实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
动，以解放思想求突破，以改革创新增
活力，在全省粮食系统率先尝试引进社
会资本、合作进行仓储基础设施建设，
第一批引进社会资金 4000 万元，在众
兴、马湖粮站等 6 处新建高大平房仓 10
万吨，第二批在杨店、陈集等4处合作建
仓正在招标中。该项创新弥补政府建
仓资金投入不足，增加仓容解决卖粮
难，吸纳社会资本投资，保值增值国有
闲置资产，一举多得成效明显。此项工

作受到省市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市粮
食局为此在肥东县召开现场座谈会，安
排该县作经验介绍。梁元省储库探索
和金农饲料、庆顺粮贸等合作经营，盘
活 3 个老旧粮站，实现共赢。国有粮食
企业创新引领，积极融入农村，建立粮
食合作社、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新
型农村经营主体档案并加强联系合作，
共同促进农村粮食市场繁荣稳定。

“学深做实”，提升素质强作风
局党委始终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

设，狠抓主体责任的落实，严格落实党
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各项要求，当好

“领头羊”。通过扎实开展“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通过开展基层党组织长期
不换届等专项整治，加强组织建设，加
强机关效能作风建设，提升基层党组
织的战斗力和党员的党性意识、政治
意识、责任意识、看齐意识，打造一支
勤政、务实、高效、创新的干部队伍。
通过“红脸谈话”，抓早抓细，让日常监
督成为常态，有效防止党员干部由“破
纪”开始走向“破法”，切实筑牢防止党
员干部违纪违规的第一道防线。

新开局中新思维，新形势下新作
为。肥东粮食人在“十三五”开局之年，
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中心工作，锁定

“执行政策促农增收”和“创新引领升级
发展”两项标靶，推进“烘干、仓储设施
建设、粮库智能化”三大项目，切实履行

“维护粮食流通秩序、促进种粮农民增
收、保障县域粮食安全、推动粮食产业
发展”四大职责，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肥东粮食人
将不辱使命，不负重托，不忘初心，继续
前行，做好收储主业，做强粮食产业，做
足“粮”与“食”两篇文章，继续在全省争
先进、在全市夺第一，在建设大富美强
的合肥现代化东部新城中拼搏奋进，再
铸辉煌。

粮食局主要负责人现场查看粮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