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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切实做好 2024 年粮食收购工作的通知 

吉粮调联〔2024〕18号 

各市（州）、县（市、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展改革局、财政局、交通运
输局、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人民银行各市（州）分行、榆树营业管

理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各监管分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吉林省分行，中

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粮贸

易东北大区、供销粮油吉林有限公司，吉林省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吉林省

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吉林省科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吉林通辉地方储备粮管

理有限公司，吉林省粮食行业协会：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切实做好 2024 年

粮食收购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

键一年，也是我省深入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的开局之年，做好粮

食收购工作意义重大。抓好粮食收购，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是牢牢守

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保护种粮农民利益的必然要求。各地要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坚决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切实承担起组织辖区内粮食收

购工作的主体责任，加强统筹指导，细化工作措施，强化部门间协同配合，确

保各项政策措施不折不扣落到实处，牢牢扛稳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切实

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 

  二、持续发挥市场作用 

  各地要坚持市场化理念不动摇，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粮食资源的决定性作

用，突出“有人收粮、有钱收粮、有仓收粮、有车运粮”这个目标导向，扎实

做好市场化收购各项工作。引导各类主体有序入市收购，特别是要引导粮食加

工企业早入市，多购多加多建库存；中粮、中储粮、供销粮油、省农发、省储

备粮等企业要主动服务国家和省宏观调控需要，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充分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要积极搭建银企对接平台，用好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和

金融支持粮食安全暨“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若干举措相关政策，提高金

融服务水平。要做好空仓消毒、仪器校验、设备检修和人员培训等各项准备工



作，鼓励引导粮食企业开展粮食产后服务，努力提升服务能力。要加强与铁

路、公路等部门沟通协调，做好粮食运输需求与运力供给有效对接，着力提高

粮食流通效率。要加强省际间、区域间粮食产销衔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搭

建平台，引导企业开展“代收代储”“快收快销”等形式的合作，促进粮食跨

区域顺畅高效流通。 

  三、认真落实收购政策 

  中储粮吉林分公司要严格履行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主体责任，按照相关政

策规定要求，强化最低收购价收购的组织实施。及早合理布设收购网点，及时
公布有关信息，提前做好政策性收购准备，加强稻谷市场监测，及时申请在符

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切实发挥政策托底作用。收购启动

后，要指导企业严格按照《关于执行粮食质量国家标准有关问题的规定》（国

粮标〔2024〕198 号）有关要求，按质论价，不得压级压价、抬级抬价、拒收

符合标准的粮食，不得损害农民利益。收购全过程要公开透明，开展“阳光操

作”，主动接受社会各方监督。要严把收购和验收关，加强入库粮食检验，确

保数量真实、质量合格、储存安全。政策性收购资金要及时足额供应，专款专

用、封闭运行。 

  四、扎实做好保供稳价 

  各地要持续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做好收购进度统计和价格监测，密切

跟踪玉米、稻谷、大豆等粮食品种的市场动态变化，紧盯重点时段、重点地

区、重点环节，加强分析研判，根据需要调整统计监测频率，做到苗头问题早

发现，对策措施早研究、处置应对早行动，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要加大宣传

引导力度，通过新闻发布会、媒体采访报道等方式解读收购政策、通报工作成

效，定期发布秋粮生产、收购价格、收购进度等信息，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帮

助农民有序售粮、企业均衡收粮。要持续加强粮食应急保障体系建设，不断充

实粮食加工、储运、配送和供应等应急保障企业，不断完善应急响应机制，切

实提升应急保供能力，确保粮食市场供应充足和平稳运行。中储粮吉林分公司

和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要加强协同，把握好时机、节奏和价格，有序组织开

展储备粮轮入，发挥好吞吐调节作用。 

  五、提升为农服务水平 

  各地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主动对接农民售粮需求，优化

收购现场服务，务求让农民卖上“明白粮”“舒心粮”。要督促指导各类收储
企业在醒目位置公示收购品种、质量要求和价格标准，根据售粮主体需要做到

早开门、晚收秤，不断提升农民售粮体验。要加大预约收购探索推广力度，政

策性粮食收购全面应用“惠三农”“吉农售粮”等预约售粮平台，有条件的可

开展预约检验，不断提高购销自助化、便捷化水平。要深入推进粮食产后节粮

减损工作，持续抓好农户安全储粮，强化农户储粮技术知识宣传，尊重农民意

愿，因地制宜、因户施策地指导农户安全储粮，促进粮食减损增收。要充分发

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作用，采取市场化运作，为种粮农民等生产经营主体提供

清理烘干、应急保粮、储粮保管、加工转化、市场销售等个性化服务，实现由



“存粮在家”到“存粮在库”。要做好粮食烘干应急预案，积极应对雨雪等极

端天气，指导企业有序开展烘干作业，确保入库新粮及时烘干脱险。要指导收

储企业加强仓储设施功能提升，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和装备，提高粮食储存管

理水平。 

  六、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要坚持底线思维、问题导向，充分评估可能发生的灾害天气影响，提前研

究制定应对措施和应急预案，统筹做好各项工作，最大程度降低因灾损失。要

加大新收获粮食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力度，严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流入
口粮市场和食品生产企业。要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进一步压紧压

实安全生产责任，全力做好秋粮收购期间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要做好收购前

准备工作，对所有机械设备和锅炉房、烘干塔等重点部位进行检查维修，严禁

带病运行；要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提升作业人员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

特种作业人员要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持证上岗；

要强化《粮食仓储企业安全生产作业指南》应用，严格落实出入库作业、有限

空间作业、临时用电作业、高处作业、焊接切割作业管理制度和《粮食仓储作

业“十个严禁”》，严防粮堆埋人的事故发生；要加强外包作业管理，按要求

签订《外包作业安全管理协议》，严格执行作业前强制性教育和安全交底；要

及时掌握气象信息，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寒潮、暴雪、冰冻、强风、大雾等极

端天气安全防范工作，特别是危房、老旧盐库、闲置千吨囤要切实做好倾倒、

防坍塌措施。 

  七、强化监督执法检查 

  坚持各部门(单位)分兵把口、各负其责，加强日常监管和执法检查有效衔

接，形成事前事中事后严密的监管工作格局。要突出售粮款支付、质价政策执

行、粮食收购计量等问题多发环节，严厉打击违法违规问题。要充分发挥

12315、12325 热线“前哨”作用，综合运用“双随机、一公开”“四不两

直”、信息化等无感暗访方式，真正发现解决问题，严肃查处违规定点、“转

圈粮”、坑农害农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建立信息共享、

线索移送办理等机制，结合实际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共同妥善处置重点难点问

题，形成监管合力。要严格落实粮食购销领域监管信息化建设和应用要求，政
策性粮食收购全面使用信息化系统，确保粮库信息系统通过省级平台或者央企

平台与国家平台实时互联互通，真实准确反映业务实际。粮食行业协会及中介

组织要加强行业自律，引导企业诚信经营，合力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吉林省财政厅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吉林监管局 

                   2024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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