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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11 月 1 日
出版的第 21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定理想信念 补足
精神之钙》。

文章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
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始终是有崇高理
想和坚定信念的党。这个理想信念，就
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理想信念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
魂 ，也 是 保 持 党 的 团 结 统 一 的 思 想 基
础。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

“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
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文章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
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
命的根本。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

理论的坚定。认识真理，掌握真理，信仰
真理，捍卫真理，是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
前提。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坚定，
是因为我们追求的是真理，是因为我们
遵循的是规律，是因为我们代表的是最
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我们党取名为“共产
党”，就是认定了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理
想。为了实现这个远大理想，就必须坚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下转第二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坚定理想信念 补足精神之钙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赵新宁

近日，《粮食节约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公开发布，中央农办负责人就有关情况回答
了记者提问。

问：《方案》出台有何背景和意义？
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节粮减损工作，强调要采取综合措
施降低粮食损耗浪费，坚决刹住浪费粮食的不良风
气。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推进节粮减损、制止餐饮
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指出“餐饮浪费现象，

触目惊心、令人痛心！”强调“要加强立法，强化监
管，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餐饮浪
费行为”。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不断加大厉行节
约、反对食品浪费工作力度，取得积极成效。但要
看到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消费国，全
产业链节粮减损的任务仍相当繁重，空间还很大。

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但对粮食安全还
是始终要有危机意识。当前，我国粮食需求刚性增
长，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粮食增面积、提产量的
难度越来越大。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气候
变化影响日益加剧，保障粮食供应链稳定难度加大，

全球濒临严重粮食危机。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开
展粮食节约行动，减少粮食损失浪费，具有重大意
义。一是节粮减损有助于稳产保供，强化粮食安
全。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每年全球粮食从生产
到零售全环节损失约占世界粮食产量的 14%。这个
损失降低 1 个百分点，就相当于增产 2700 多万吨粮
食，够 7000 万人吃一年。《方案》聚焦全链条多环节
开展节粮减损行动，相当于增加了粮食有效供给的

“无形良田”，为进一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开辟了重
要途径。二是节粮减损有助于减排降碳，实现绿色
发展。 （下转第六版）

中央农办负责人就《粮食节约行动方案》答记者问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粮食节约行动方案》，并发出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这是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关于“开展粮食节约行动”要求的具体部署，是推动实施反食品浪费法的
重要举措，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力途径，必将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节粮减
损的良好氛围，推动节粮行动迈向新台阶。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消费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高度重视节粮减损工作，强调要采取综合措施降低粮食损耗浪费，坚
决刹住浪费粮食的不良风气。当前，我国粮食需求刚性增长，资源环境约束
日益趋紧，粮食增面积、提产量的难度越来越大，粮食供求长期处于紧平衡
状态，全产业链节粮减损的任务仍相当繁重。

在这样的严峻趋势下，开展粮食节约行动，减少粮食损失浪费，具有多
重重大意义。经济层面上，节约是另一种方式的“增产”，节粮减损相当于增
加粮食有效供给的“无形良田”，实现“无地增产”，使粮食供给更加充足，为
国家粮食安全做“加法”。生态层面上，减损就是增产，节粮减损可以减少粮
食生产需要的水、土、肥、药、种等要素的投入，还能保护生态、减排降碳，助
力碳达峰碳中和，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为资源环境负担做“减法”。
社会层面上，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节粮行动具有强烈的社会影
响和牵动效应，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风尚的重要抓手。

要构建全链条减损体系，强化综合施策。要瞄准粮食生产、储存、运
输、加工、消费等各环节，综合施策配套衔接；要从生产源头管控、储运环
节减损、加工利用水平提升、餐饮消费遏制等方面作出系统安排，构建“产
储运加消”全链条减损体系。尤其是在人人都涉及的消费环节，要开展消
费理念引导，坚决遏制“舌尖上的浪费”，让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在全社会
蔚然成风。

要突出科技创新硬支撑，强化技术减损。一方面，要大力推动节粮减损
生产技术支撑、储运减损关键技术提质升级，推动粮食产后服务体系提档升
级；另一方面，要不断提升粮食加工技术与装备研发水平，推广应用节粮减
损新技术，使节粮减损工作从“软要求”向“硬支撑”转变。

要开展常态化管理监督，强化执行落地。要使节粮减损工作落实落细
落地，各地区各部门既要将节粮减损工作纳入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坚持党
政同责，又要完善制度标准，构建符合节粮减损要求、促进粮食节约的粮食
全产业链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既要建立调查评估机制，建
立全链条粮食损失浪费评估指标体系，定期开展数据汇总和分析评估，又要
加强监督管理，建立部门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等相结合的监管体系，持
续开展常态化监管。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节粮减损，重在行动。保障粮食安全、促进节粮减
损是全社会的共同关切，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让我们一起从点滴做
起，克勤克俭，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共同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可持续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更好地夯实粮食安全这块压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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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粮食节约行动方案》，并发
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粮食节约行动方案》全文如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节粮减损工作，强调要采取综合措施
降低粮食损耗浪费，坚决刹住浪费粮食的不良风
气。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有
关决策部署，不断加大厉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工
作力度，取得积极成效，但浪费问题仍不容忽视，加
强粮食全产业链各环节节约减损的任务繁重。为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开展粮食节约
行动”的部署要求，推动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
品浪费法》，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长效治理，坚持党委领

导、政府主导、行业引导、公众参与，突出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强化刚性制度约束，推动粮食全产业链各
环节节约减损取得实效，为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
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奠定坚实基础。

到 2025 年，粮食全产业链各环节节粮减损举措
更加硬化实化细化，推动节粮减损取得更加明显成
效，节粮减损制度体系、标准体系和监测体系基本建
立，常态长效治理机制基本健全，“光盘行动”深入开
展，食品浪费问题得到有效遏制，节约粮食、反对浪
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二、强化农业生产环节节约减损

（一）推进农业节约用种。完善主要粮食作物
品种审定标准，突出高产高效、多抗广适、低损收获
的品种特性，加快选育节种宜机品种。编制推进节
种减损机械研发导向目录，加大先进适用精量播种
机等研发推广力度。集成推广水稻工厂化集中育

秧、玉米单粒精播、小麦精量半精量播种，以及种肥
同播等关键技术。

（二）减少田间地头收获损耗。着力推进粮食精
细收获，强化农机、农艺、品种集成配套，提高关键技
术到位率和覆盖率。制定修订水稻、玉米、小麦、大
豆机收减损技术指导规范，引导农户适时择机收
获。鼓励地方提升应急抢种抢收装备和应急服务供
给能力。加快推广应用智能绿色高效收获机械。将
农机手培训纳入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提高机手规
范操作能力。

三、加强粮食储存环节减损

（三）改善粮食产后烘干条件。将粮食烘干成套
设施装备纳入农机新产品补贴试点范围，提升烘干能
力。鼓励产粮大县推进环保烘干设施应用，加大绿色热
源烘干设备推广力度。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粮食企
业、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等为农户提供粮食烘干服务，烘
干用地用电统一按农用标准管理。 （下转第二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粮食节约行动方案》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31日
晚在北京继续以视频方式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第十六次峰会，重点阐述对气候变化、能源、可
持续发展等问题的看法。

习近平指出，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是当前突
出的全球性挑战，事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也关
系地球未来。国际社会合力应对挑战的意愿和动
力不断上升，关键是要拿出实际行动。第一，采
取全面均衡的政策举措。必须统筹环境保护和经
济发展，兼顾应对气候变化和保障民生，主要经
济体应该就此加强合作。第二，全面有效落实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及其 《巴黎协定》。

要坚持联合国主渠道地位，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原则为基石，以国际法为基础，以有效行动为
导向，强化自身行动，提升合作水平。第三，加
大对发展中国家支持力度。二十国集团成员应该
率先促进先进技术推广运用，发达国家也要切实
履行承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

习近平强调，过去 15 年，中国碳排放强度大
幅超额完成 2020 年气候行动目标。中方将陆续发
布重点领域和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和支撑措施，
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持续
推进能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绿色低碳技
术研发应用，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行业、企业率

先达峰，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推动能源转型的
努力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延宕蔓延
引发多重危机，国际社会多年积累的发展成果遭
受严重侵蚀，发展中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
考验。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昭示，各国命运相连、
利益相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发展中国家
可持续发展，将造福有关国家人民，也事关整个
人类和地球的前途和命运。

习 近 平 强 调 ， 中 方 近 期 发 起 全 球 发 展 倡
议，呼吁国际社会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

全球发展。二十国集团在这方面要凝聚共识，加
强行动。

第一，坚持发展优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理
念。要将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发展合作置于全球宏观政策
协调和二十国集团议程的突出位置，着力解决贫
困、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第二，坚持行动导向，推进务实合作。要加
大发展投入，重视发展中国家需求，在减贫、粮
食安全、工业化、互联互通等重点领域加强合
作。中方今年 9 月成功举办了国际粮食减损大
会，愿继续通过二十国集团平台，贡献更多中国

智慧和方案。
第三，坚持互利共赢，构筑伙伴关系。要支持

联合国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深化全球发展伙伴关
系，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发达国家要切实履
行发展援助承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资源。中
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将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深入对接，共同推进全球发展事业。

峰会通过了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罗马峰会
宣言》。

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等参加。
王毅作为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在意大利现场

与会。

习近平继续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

10月31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继续以视频方式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10月31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继续以视频方式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
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