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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长要负责，书记也要负责。为落实这一压实粮食安全责任体系，

上海相继出台了实施意见、相关考核办法，每年根据实际情况

制订考核指标，对各区、相关企业落实粮食安全的情况开展考

核，并将考核情况纳入地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绩效考核。

沈红然表示，从历年上海内部的考核情况来看，上海的粮食安

全工作做得很到位近年来，上海不断对标对表，与兄弟省市比

学赶超，粮食安全的责任压得实。

与此同时，依法管粮体系也逐渐完善。今年，国家重新修

订了《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并于 4 月 15 日起正式实施。“我

们目前正在全市粮食行业开展全面宣传、贯彻落实新修订的《条

例》相关规定。”据透露，上海自己的粮食相关规章制度也正在

抓紧制订过程中，“比如我们力争今年内出台《上海市粮食储备

安全管理办法》和《上海市地方储备粮轮换管理办法》等”。

藏粮于企，夯实应急保障体系

“宁留千滴汗，不坏一粒粮”，不到1万人的“储备粮管理者”

守护着全市 2400 多万常住人口的粮食安全，是“幕后英雄”。

“如果没遇到什么突发情况，我们粮食工作就好像空气一样。”

但这恰恰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上海粮食工作做得十分到位。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对粮食保障工作是一次大考，

但好在有惊无险，通过多措并举，最终保障好了上海市民的吃

饭问题。

上海粮食物资储备部门主要是围绕了五个字发力——

第一，围绕“增”字发力。在国家要求的可供应市场天数

10-15 天的成品粮储备量上，主动增加了 3 万吨，最终确保了

不低于可供应市场天数 15 天的储备量。

“现在，上海还有一种储备模式叫‘藏粮于企’，就是把

粮食的储备任务给加工企业，形成储加一体的模式。比方说，

企业有 1 万吨大米的储备规模，但这 1 万吨的米是不停轮换的，

就像是蓄水池，水不停换，但水位是不能降的。”沈红然告诉

记者，“尤其是疫情过后，我们深感成品粮的储备量还是需要

增加，以后可能会更多运用这种模式，一来让上海市民能够吃

到更新鲜的粮食，二来进一步提高城市粮食应急保障效能，未

来我们争取做到成品粮有 1 个月的储备量。”

第二，围绕“通”字发力。与商务委等部门紧密配合，自

去年 1 月 29 日起，全市启动市场监测每日工作报送制度，密切

跟踪粮油市场动态。

第三，围绕“助”字发力。通过各方面去协调，帮助 100

多家粮油企业复工复产，包括江苏的大米加工企业、温州的粮

食包材生产企业，还有东北的运粮企业等。

第四，围绕“引”字发力。实际上，老百姓对粮食供给可

能还是有疑虑，一方面通过媒体宣传上海的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另一方面要求每个超市货架一定要把粮食拿出来堆满。据介绍，

事实上在疫情期间，上海的粮食工作者所有的眼睛每天都盯着

供应网点，保证不能出现空价断货现象。让老百姓一看到便心

里有底，这样才能避免恐慌性抢购。

第五，围绕“健”字发力。迅速健全了很多制度，比如调

优品种、调整布局，提高成品粮油储备量，提升加工能力等。

据悉，上海目前共有粮油应急库点 38 家，应急加工企业

21 家，应急运输企业 4 家，以及应急供应网点 800 家。在此基

础上，上海加强区域协作，已经建立了“135 保障圈”，即 1

小时生活保障圈、3 小时应急保障圈和 5 小时应急响应圈，上

海城市粮食安全保障系数进一步提高。

沈红然坦言，随着人口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粮食消

费需求呈刚性增长，但人均粮食消费会有所降低，因此要与时

俱进地调整粮食储备的品种；而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气候

变化对粮食生产的约束日益突出，粮食供需将长期处于紧平衡

状态，因此保障粮食安全的任务依然艰巨。

2004 年春，上海考古工作者在

崧泽遗址发现了多座马家浜文化（长

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墓

葬，将其中上海第一具保存相对完整

的马家浜文化的人类骨骸，称为“上

海第一人”。为满足生活需要，“上海第一人”们因地制宜发

展了水稻种植——水稻种植对气候环境的要求较高，温热多雨

的江南水乡正具备了稻作农业起源的优越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