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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中心城市成品粮油市场监测的通知 

吉粮市函〔2024〕4号 

各市（州）、梅河口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关于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

警的部署要求，总结近三年我省中心城市成品粮油市场监测经验做法和存在的

问题，现就进一步健全完善成品粮油市场监测制度，切实做好监测工作通知如
下： 

  一、明确监测任务，健全市场监测制度 

  （一）突出重点地区。聚焦全省大中城市，省局监测各市（州）和梅河口

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简称“中心城市”）城区的成品粮油市场，具体工作由各

市（州）和梅河口市粮储局负责，省市共享监测数据。市（州）粮储局根据本
市（州）工作需要，监测各县（市、区）成品粮油市场，监测数据不计入中心

城市成品粮油市场监测数据。 

  （二）突出重点品种。聚焦居民消费主要品种，采用“取样调查”的方
法，通过布设监测网点监测大米、小麦粉和食用植物油市场供需变化。参照城

市人口规模明确监测点数量，长春、吉林不少于 20个，梅河口不少于 10个，

其他城市不少于 15 个。监测内容为监测点所销售的普通一级大米、精制小麦

粉、三级大豆油的价格，以及成品粮油销售数量、库存数量。 

  （三）突出重点时段。坚持日常监测和应急监测相结合，持续开展市场监

测。平常每月监测一次，24 日为监测日，25 日为信息汇总、分析和报送日。在
粮油保供重要时期，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疫情）、出现市场异常波动时，将适

时开展“周监测”或“日监测”，增加监测频率，强化监测预警。 

  （四）突出预警功能。加强监测数据分析，当价格环比上涨 5%、库存环比
下降 50%时，要查找分析原因，研判粮油供需形势，以正式文件报告省局。高

度关注市场异常波动和社会舆情，一旦出现居民抢购、脱销断档，要及时跟进



调查，掌握实情。要鼓励监测点信息员主动报告市场异常波动等情况，扩大信

息来源。同时，将上述情况通报发改、商务等相关部门，共同排查风险隐患。 

  二、强化组织保障，确保工作有序开展 

  （一）不断提高认识。成品粮油是居民的口粮（油），成品粮油市场是粮
油供应链的“最后一公里”。加强成品粮油市场监测，及时掌握市场动态，对

于做好粮油保供稳价工作、守住“居民吃粮买得到”底线具有重要意义。各地

粮储局要不断提高认识，把市场监测当作工作重要抓手，切实加强市场监测和

分析研判，增强保供稳价工作的主动性、预见性，确保本地粮油市场供应安全
稳定。 

  （二）加强组织领导。市场监测是一项基础工作。各地粮储局要明确分管

领导、责任部门，指定专人负责。要尽可能固定监测人员，如发生变动，必须

做好工作交接和业务辅导，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应急监测时，监测人员要把市

场监测当做首要工作，抓实抓细。要对监测点信息员开展业务指导和培训，努

力提高监测数据质量。要同批发市场、大型商超、农贸市场运营管理机构建立

工作联系，发挥好粮油流通重要渠道的作用。 

  （三）优化网点布局。各地粮储局要兼顾批发、零售两个市场，商超、粮

店两类企业，科学合理布设监测网点，确保监测点具有代表性。没有成品粮批

发市场的城市，也应选择至少 1家批发量大的农贸市场、经销企业、应急配送

中心作为批发市场监测点。零售市场网点布设要实现城区全覆盖，优先选择连

锁超市、大型粮油经销店、粮油应急供应点。对不符合要求、不报送信息的监

测点，要及时调整更换。 

  （四）规范报送程序。要按时开展监测，当日常监测时间遇上公休日时，

自动顺延。在特殊时期启动应急监测，具体监测时间、监测频次由省局研究决

定。要做好信息采集，主要由监测点信息员采集。各地粮储局相关工作人员要

经常深入监测点了解实情，认真甄别、筛选监测点所报信息，确保监测数据质

量。同时做好监测信息存档，不得擅自将监测信息用于政府统计分析以外的用

途。要及时报送信息，监测信息报表通过电子邮件报送，监测分析报告及社会

舆情调查报告通过传真报送。 

  

  附件：1.中心城市成品粮油市场监测表 

     2.主要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 

     3.中心城市成品粮油监测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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