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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

“天府粮仓”

农业强国贡

称：四川省

国家粮食安

四川省农村

更高水平“

四川省眉山

绕习近平总

打造更高水平“ 天府粮仓”东坡论坛
歹／二

的二十大精神，聚焦推进农业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和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等，进行了前瞻性、战略性和应用性研讨，提出了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

策建议，回应、关切“粮食安全”和“天府粮仓如何建、怎样建得更好”等时代命题和现实课题。

开幕式上，四川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姜怡，中国农业出版社副总编辑苑荣，四川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庄天慧，眉山市

人民政府副市长宋良勇分别致辞。国务院参事何秀荣，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宋洪远，四川农业

大学党委书记庄天慧，东坡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朱科良围绕大国粮仓建设的世界经验、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形势与挑战、“天府

粮仓”建设等做了主旨发言。

论坛期问，粮食安全与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理论阐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中国实践、粮食安全保障的地方

经验与国际比较三大平行论坛成为一大亮点。专家学者纷纷亮出资料翔实、论点新颖的研究报告，为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

府粮仓”出实招、献良策。本次会议共收到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福建农林大学、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大学、东北农业大学等40余所高校师生的140余篇论文投稿。经专家组评审，

评选出优秀论文一等奖3篇、二等奖4篇、三等奖5篇。

本次论坛既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视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也是按照“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

的总要求，扎实推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重要举措。此次论坛以《世界农业》期刊为平

台，同时得到《农业现代化研究》《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学术期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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