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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粮食局长会

议2月23日在哈尔滨召

开。省粮食局党组书

记、局长胡东胜在讲话

中，对2011年粮食流通

工作进行了总结，概括

了在实践中积累的基本

经验，分析了当前粮食

流通工作面临的机遇与

挑战，对2 01 2年粮食

流通工作进行了全面

部署。

绥化市是国家重要
的商品粮基地，粮食产
业是全市的基础和核心
产业。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要深入贯彻全省粮
食局长会议精神，把握
科学发展主题，抓住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
推进全面工作提档升
级，为全省粮食流通产
业更好更快发展、确保
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
贡献。

本文结合工作实
践，通过调查，对农
户采用传统与科学两
种储粮方式对比，进
行效益分析，进一步
宣传国家启动专项农

户科学储粮政策、介
绍农户科学储粮仓仓
型标准和主要特点，

旨在把这项惠民工程
推广好、落实好。

作为同名调研
报告续篇，本文侧重
从流通领域、储备体
系和调控手段等方
面。进一步调研和探
讨了影响我国粮食
安全的其它因素，并
提出解决的对策。目
的在于以完整粮食
产业链的视野，全方
位研究确保我国粮
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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