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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印发关于解决“地趴粮”问题

推进方案（2022 年度）的通知 

吉粮办发〔2022〕7 号 

各市（州）、县（市、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为认真落实《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地趴粮”问题实施方

案的通知》（吉政办发〔2021〕57 号）要求，实现到 2022 年底，西部“地趴

粮”问题突出的 14 个重点县（市、区）“地趴粮”减少 70%，其他县（市、

区）基本消除“地趴粮”的目标任务，省粮食和储备局研究制定了《关于解决
“地趴粮”问题的推进方案（2022 年度）》，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

落实。 

     

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4 日     

   

   

关于解决“地趴粮”问题的推进方案（2022 年度） 

  为认真落实《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地趴粮”问题实施方

案的通知》（吉政办发〔2021〕57 号）要求，实现到 2022 年底，西部“地趴

粮”问题突出的 14 个重点县（市、区）“地趴粮”减少 70%，其他县（市、

区）基本消除“地趴粮”的目标任务，制定本推进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细化实化任务措施，全力做好全省

“地趴粮”整治的统筹协调、跟踪调度、综合汇总、情况上报等工作，推动高

质量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二、具体任务 

  （一）制定完善任务清单。根据吉政办发〔2021〕57 号要求，细化实化分

阶段目标和重点任务，明确具体工作任务、推进措施、成果形式、时间安排

等，形成时间表和路线图。（时间安排：2022 年 1月） 

  （二）制定省局推进方案。立足部门职责，从建立机制、跟踪调度、宣传

培训、督查指导、考核总结等提出总体要求、具体任务、时间安排和保障措

施。（时间安排：2022 年 2月） 

  （三）建立协调联动机制。加强与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省地方金融监管局调沟通，联系省

委宣传部、省广播电视台等，建立省局与相关部门间沟通协调联动机制，合力
推进“地趴粮”整治。（时间安排：2022 年 3月） 

  （四）制定年度考核方案。将“地趴粮”成效纳入年度粮食安全责任制指

标，明确考核的事项、标准、方式和要求等。（时间安排：2022 年 3月） 

  （五）定期调度进展情况。建立工作进度台帐，从 3月份开始，每月 10 日

调度各地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掌握进展动态。对发现的突出问题，形成问题措

施清单，及时协调解决。（时间安排：2022 年 3 月到 2023 年 1 月） 

  （六）调度县市方案落实情况。深入县市、企业和农户开展调研，了解县

市对吉政办发〔2021〕57 号文件落实及配套资金筹措等情况。调研粮食产后服
务主体对解决“地趴粮”的思路、措施和意见、不同种植规模农户对解决“地

趴粮”的意见建议、对储粮装具需求和筹资能力等情况。（时间安排：2022 年

3月-4月） 

  （七）做好县市方案备案。督导县市因地制宜制定推进方案或工作计划，

指导按照“五化”工作法全力推进，并向省局备案。（时间安排：2022 年 4

月） 

  （八）指导设计优化储粮装具。总结现有各类储粮装具优缺点，指导县市

根据农户需求设计节约、简洁、实用的钢制储粮装具，确保储粮装具结构安全

和储粮安全。积极争取国家局技术支持，联系省内外有关科研机构，探索研发

大农户储粮装具。（时间安排：2022 年 4 月-5月） 

  （九）开展督导检查。重点督查西部“地趴粮”问题突出的 14 个县（市、

区），并抽查其他市县对 57号文件落实情况，了解各地对解决“地趴粮”问题

的具体举措、实现路径和保障措施，查看具体实施方案是否具有针对性和可操

作性。（时间安排：2022 年 5 月、10 月，具体时间视情况安排） 



  （十）编制宣传材料。组织编制粮食产后服务宣传材料，宣传安全储粮知

识、典型经验做法和企业服务运营模式等。协调省委宣传部，联系省广播电视

台等制作系列专题片。（时间安排：2022 年 6月-8月）。 

  （十一）开展业务培训。指导县市对粮食产后服务主体进行仓储、检验业

务培训，对农户进行安全储粮知识技术培训。（时间安排：2022 年 7月-9 月） 

  （十二）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结合世界粮食日和粮食安全宣传周活动系列

宣传活动，组织县市深入农村集市、田间地头、农户家中，开展节粮减损法律

法规宣传、爱粮节粮教育，推广普及安全储粮技术知识。（时间安排：2022 年
9月-10 月） 

  （十三）组织现场交流会议。在“地趴粮”问题突出的 14 个县（市、区）

中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县市，召开全省现场经验交流会，总结交流好经验好做

法，参观粮食产后服务、村集中储粮点、庭院安全储粮等先进典型。（时间安

排：2022 年 11 月） 

  （十四）开展考核评估工作。县市根据考核方案，开展“地趴粮”整治成

效自评，形成自评报告。省局重点对“地趴粮”问题突出的 14 个县市进行现场

检查，抽查其他市县“地趴粮”整治任务的完成情况，完成年度评估考核工

作，形成报告报省政府。（时间安排：2022 年 12 月）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省局成立解决“地趴粮”问题推进领导小组，组长

由局长担任，副组长由分管局长担任，办公室设在局仓储管理处，成员由一名

二级巡视员、仓储管理处负责同志及相关人员组成，负责统筹协调、跟踪调

度、综合汇总、情况上报等工作。 

  （二）强化沟通协调。加强与省直有关部门沟通联系，建立解决“地趴

粮”问题的协调联动机制，按照分工合力推进。督导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制定

具体推进方案，明确时间表、路线图，以“五化”法抓好工作落实。 

  （三）强化督导调度。定期调度全省“地趴粮”整治进展情，及时发现并

研究解决问题。重点抓好西部“地趴粮”问题突出的 14 个重点县（市、区）的

督导，确保整治进度和质量，着重建立解决“地趴粮”问题长效机制。 

  （四）强化督查考核。省局按照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综合督查考核工作安

排，依据考核方案组织对全省“地趴粮”整治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并将检查情

况及时报省政府。 

     

  附件：1.《解决“地趴粮”问题》任务清单 

     2.《解决“地趴粮”问题》问题措施清单 



     3.《解决“地趴粮”问题》进展情况统计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