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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将建绿色食品城 

深推特色大米杂粮
从黑龙江省政府新闻办了解到，总投资将达

12.3亿元的中国绿色食品（哈尔滨）国际博览城项

目，首期8万平方米的D馆建设已完工，正投入使

用，该项目将建成东北亚地区“巨无霸”式的绿色

食品展示集散中心。

据悉，绿博城将引进龙江绿色食品交易中心，

用以展示和体验龙江黑土文化、农耕文化，并销售

极具特色龙江产品。还将与大米网合作，为龙江绿

色食品企业提供一个线上展示及销售平台，同时成

立线下系列农产品特别是龙江大米拍卖中心，为农

产品相关企业提供一个新的展示销售窗口。此外，

绿博城已与国家杂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达成合作意

向，建设黑龙江省杂粮交易中心，建成后将成为我

国首个对杂粮进行产品研发、生产、杂粮专利和设

备输出的大宗交易平台，同时有助于研发成果快速

转化为成品进入市场。（来源：黑龙江农业信息网）

黑龙江减种玉米200万公顷
9月19日，黑龙江省农委对外发布，近两年黑龙江省减种玉米面积达200万公顷。随着玉米临储收购政策的调

整，玉米价格接轨市场后，调整农业种植结构、防止玉米“产能过剩”成为黑龙江的首要工作。2016年、2017

年，黑龙江省调减玉米面积近200万公顷；大宗蔬菜总播种面积同比增长43.1%，鲜食玉米、中药材播种面积同比

分别增长164.7%、52.5%。在调整种植结构的同时，黑龙江还完成了中国首次大规模、系统化修订绿色食品地方

标准，大力推广绿色有机农业并发展绿色食品产业。据规划，2020年中国玉米种植面积要调减333万公顷，目前

黑龙江省已调减200万公顷，推动了中国官方2020年目标实现和中国整体农业供给侧改革。

                                                                                                                                         （来源：黑龙江农业信息网）

国家粮食局举办“深化改革转型发展”大讨论首场报告会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落实国家粮食安全

战略，深入推进粮食行业“深化改革、转型发展”大讨论活动，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9月19日上午，国家粮食局举行全国粮食行业“深化改革、转型发展”大讨论首场报告会。

会上，韩俊同志以“新形势下全面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加快推进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题，以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主线，紧密结合我国粮食工作实际，对我国粮食流

通改革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作了全面系统的概括凝练。张务锋同志对全国粮食行业学习和贯彻落实韩俊

同志的辅导报告精神提出了四点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要进一步放大报告会成果；要进一步把大讨论活

动引向深入；要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来源：国家粮食局）

要闻

六部门部署2017年东北玉米和大豆收购工作    
9月1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局、财政部等六

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切实做好2017年东北地区玉米和大豆收购

工作的通知，要求统筹做好2017年玉米和大豆收购工作。通

知称，要建立健全地方政府牵头的工作机制，提前做好仓容

等准备工作，收购任务重的地区应制定应急收购预案。充分

利用储备轮换吞吐、支持品牌建设等措施，鼓励引导多元市

场主体积极入市，采取措施鼓励粮食就地加工转化，支持有

条件的企业以粮食加工转化为引擎，发展“产购储加销”一

体化模式。

通知要求，各相关地区要加强粮食收购信贷支持政策协

调，加快搭建银企对接平台，进一步完善粮食收购贷款信用

保证基金政策，优化基金运作流程，拓宽市场化收购筹融资

渠道。各相关地区要通过粮食推介会、产销协作洽谈会等方

式搭建产销协作平台，积极为销区省份开展贸易、加工、代

储等业务提供便利条件。创新粮食购销方式，扎实推进“互

联网+粮食交易”，探索通过国家粮食电子交易平台开展市

场化粮油购销。强化粮食外运保障，充分利用公铁、铁水联

运等形式，扩大外运能力。               （来源：中华粮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