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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叶书宏

吃饭问题是关乎人类生存的大问题。2024

年世界粮食日到来前夕，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

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饥饿水平连续第三年

居高不下，2023 年仍有约 7.33 亿人面临饥饿，相

当于全球每 11 人中就有 1 人食不果腹。联合国

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近日撰文呼吁全球采取

切实行动，全面落实作为基本人权的“食物权”。

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全球粮食生产和运输受

到严重冲击，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除了供应短缺、

粮价飙升，一些国家为确保自身粮食安全实施了出

口禁令，从而加剧了粮食供应严重依赖进口国家的

困境，全球粮食体系的关联性和脆弱性进一步凸

显。此外，苏丹武装冲突可能使这个东非国家陷

入“全球最大饥饿危机”；巴以新一轮冲突使得加

沙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家庭面临“灾难性的严重粮

食不安全状况”；暴力升级使得 540万海地人难以

获得足够食物，该国也成为世界上严重粮食不安全

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随着国际局势动荡，战乱

冲突对全球粮食供应系统的冲击不断加剧。

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造成部分国家地区

粮食减产，加大了全球粮食供应缺口。2023 年成

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厄尔尼诺现象在 2024

年年初达到顶峰，气候变化对粮食危机的全面影

响正在显现。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最新《全球

粮食危机报告》显示，去年极端天气让 18个国家的

720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问题。世界粮食计

划署报告预测，气候问题可能导致 2050 年饥饿和

营养不良状况增加近 20％。值得注意的是，大面

积干旱造成的粮食减产正加剧人与自然的紧张关

系，一些南部非洲国家为缓解干旱带来的影响，减

轻对土地和水资源的压力，不得不对侵入人类居

住区觅食的保护动物进行捕杀而引发争议。

21世纪以来，人类已经历了三次粮食危机，危

机原因各异但承压最大的始终是全世界特别是低

收入国家的困难群体。与发达国家食品价格上涨

或选择减少相比，危机对贫穷国家困难群体来说

却是朝不保夕的饥饿感、粮荒乃至由此引发的致

命冲突。联合国报告显示，2022年至 2023年间，西

亚、加勒比和非洲大多数区域饥饿形势呈现加剧

趋势，其中非洲每 5 人中就有 1 人面临饥饿。报告警告，到 2030 年

将有约 5.82 亿人处于长期食物不足状况，其中一半在非洲，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零饥饿”的目标恐难如期实现。

实际上，以当下人类粮食生产能力，所有人吃饱肚子应该不是

问题。联合国数据显示，2022 年全球人口约为 80 亿，谷物产量超

27 亿吨，足以满足每个人的基本粮食需求。粮食危机何以频发，

一个国际共识就是，分配出了问题。全球粮食生产贸易高度集中

在少数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手中，消费却分散在食物支出占比

更高的众多发展中国家，这样就造成了全球粮食体系一边“供应过

剩”“烧粮取油”、一边却“食不果腹”“等米下锅”的不公格局。2008

年，全球粮价持续上涨引发粮食危机，导致饥饿、贫困和社会动荡

等问题加剧，世界银行发布的分析报告指出，那次粮食危机主要是

由美欧等国用“过剩”粮食开发生物燃料所致。

所谓全球粮食危机，本质上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危机，这种

不公平的全球粮食体系背后，有着复杂的制度成因。历史上，发达

国家披着粮食援助和粮食自由贸易的外衣，借机获得更大市场份

额并“踢开”发展中国家通向农业强大和粮食自主的“梯子”。发达

国家在鼓吹新自由主义经济效益优先的过程中将全球粮食市场进

一步体系化、制度化并逐步占领发展中国家粮食市场，而后者的传

统农业在发达国家享受巨额补贴的农产品冲击下逐渐瓦解并形成

对粮食进口的依赖，其自身调节生产和价格以应对危机或饥荒的

粮食自主能力被极大削弱……因此，从根本上改善发展中国家粮

食安全的脆弱局面并非易事。

粮食具有商品属性，更具战略属性。各国既要通过开放贸易

多元化粮食供给渠道，也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牢牢把握粮食自

主权。粮食安全是发展问题，也是公平问题。国际社会既要加强

减贫合作，不断提升粮食生产整体能力，也要构建更高效、更包容、

更有韧性、更可持续的农业粮食体系，确保让更多人实现“更好生

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和更好生活”。“粮安天下”任重而道远，不

让任何一个人挨饿，唯有加强国际合作、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更加公

平公正的粮食生产分配体系才是正途。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6 日电）

﹃
粮
安
天
下
﹄
任
重
而
道
远

新 华 时 评

创新西部：持续迈向高质量发展

辽阔西部，占全国 72％的国土面积、

3.82 亿人口。过去曾是荒凉代名词的西

部，如今已是创新热土。

记者来到四川德阳，见到不停运转的

重型燃机试验台。这里诞生的国内首台

自主研制 F 级 50 兆瓦重型燃机（G50），因

其超越多重极限，被称作“争气机”。东方

电气集团高级工程师程国强介绍，系列化

产品及新的科研课题排队来做试验。

这是西部科技创新突破的缩影。

“东数西算”、白鹤滩百万千瓦级水电

机组、“中国环流三号”可控核聚变研究装

置……党中央对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

形成新格局作出部署 5 年来，以科技创新

为核心要素的新质生产力培育，是西部地

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特征之一。

四川围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

制造等，谋划实施重大科技专项，以发展

新质生产力为着力点推进高质量发展，近

期又专题研究低空经济发展；重庆重点发

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

制造业、先进材料等产业；陕西启动秦创

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成立科技创新投资

联盟……西部各省区市抓机遇、抢高地，

一系列政策举措纷纷出台，创新涌动助推

生产力之变。

在重庆两江新区，赛力斯超级工厂超

3000 台机器人开启智能协同作业，最快

30 秒可下线一辆新能源汽车。在四川，中

航“翼龙”、腾盾“双尾蝎”等工业无人机，

在全球无人机竞争中建立了领先优势。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西

部地区已培育形成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

新材料、能源化工、生物医药、集成电路、航

空产业等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5 年来，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4.9％，增速居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

板块之首。2023 年地区生产总值达 26.9

万亿元，占全国的 21.5％。

生产力之“新”，推动城市之“兴”，构

筑高质量发展的新高地。5 年来，西部地

区城市群不断发展壮大。成渝城市群、关

中平原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北部湾城市

群、黔中城市群等已初具规模。

以成渝城市群为例，今年上半年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40365.7 亿元，同比增长 5.8％，加速接近

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

西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功能

显现，进一步夯实了国家发展的战略回旋

空间。

绿色西部：筑牢生态屏障

粉蓝的蓝花楹，艳丽的格桑花，苍翠

的森林，奔涌的河流，连绵的山脉……西

部，被誉为无尽的远方、多彩的“视界”，也

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

三峡库区腹地重庆奉节，古称夔州，

自古碧水环绕，却曾因粗放发展而一度

蒙尘。

奉节县青龙镇大窝社区曾因采矿遭

受巨大破坏。居民罗益福回忆说，土地受

硫磺污染，一些地方寸草不生。2015 年

当地关停污染企业，在荒山种树 6500 余

亩，如今森林覆盖率恢复到 90％。

在长江、黄河上游各地区的共同努力

下，近 5 年来，长江干流、黄河干流全线达

到Ⅱ类水质。滇池、洱海、乌梁素海等重

点湖泊流域水污染防治持续推进。西部

重点区域综合治理稳步推进，以汾渭平

原、成渝地区、乌鲁木齐及周边地区为重

点，空气治理明显提升。

绿 色 西 部 ，不 仅 仅 是“ 蓝 天 碧 水 净

土”生态环境的改善，更是国家生态安全

的屏障。

沿长江、黄河上溯，直上青藏高原，青

海持续推进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庇护

生灵万物，滋养下游绿水青山。

在西藏，阿里地区造林 5.3 万亩，改善

茫茫荒原的生命环境。在河西走廊，为阻

挡腾格里、巴丹吉林、库姆塔格三大沙漠

的汇合南侵，甘肃近八成国土面积纳入国

家“三北”工程攻坚战范围，并启动了首批

重点工程。

青藏高原东南缘，车辆过四川茂县土

地岭，都会放慢速度，不远处便是大熊猫

国家公园中的“土地岭廊道”。

大熊猫保护专家介绍，大熊猫被分割

成多个小种群，面临基因退化问题。四川

通过生态恢复等工程措施建设“土地岭廊

道”，给大熊猫跨种群“相亲路线”让路。

途经此处的川青铁路专门实施绕避，增加

了 20％ 的 建 设 量 ，隧 道 埋 深 距 离 地 面

1000 多米。在人们的呵护下，目前廊道

区域已监测到不少野生大熊猫活动痕迹。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5 年来，“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青藏高原

生态屏障区、黄河重点生态区生态保护和

修复重大工程等持续推进，荒漠化和沙化

土地面积“双下降”；三江源、秦岭、大熊猫

等国家公园建设稳步推进，生物多样性明

显增加。

绿色西部为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奠定

了底色，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

式现代化做出贡献。

开放西部：跨山海联世界

寒露一过，气温转凉，西部的国际氛

围却日益升温。

近 期 ，在 新 疆 ，世 界 媒 体 峰 会 迎 来

106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8 家媒体、政府部

门和国际组织代表；在广西，中国—东盟

博览会签约项目 109 个，投资 5 亿元以上

项目多达 93 个；今年底，全球熊猫伙伴大

会即将在成都召开。

这是西部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的生

动剪影。更加便利的交通、更加完善的规

则、越来越和谐的环境，让西部成为了向

西、向南开放的高地。

“中老铁路开通后，我们从昆明到万

象的物流成本节约了 30％。”上海仁承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昆明负责人杨杰说。

中国西部与 10 多个国家接壤，中老

铁路一开通，迅速成为连接中国与东南亚

的“黄金线路”，截至今年 9 月，中老铁路

进 出 口 货 物 突 破 1000 万 吨 ，货 值 突 破

400 亿元，跨境货物运输已覆盖老挝、泰

国、越南等 12 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向南，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建设，中国

—东盟信息港、北部湾国际门户港等标志

性工程加快推进，广西平陆运河开工建设，

“沪滇·澜湄线”国际货运班列正式开行。

向西，中吉乌等铁路项目不断取得突

破，通过兰渝铁路等衔接西北西南的铁路

大通道，过去 5 年西部共开行中欧班列 3.5

万列。

“向云端”，客货航线持续繁忙。乌鲁

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已开通至哈萨克斯

坦、格鲁吉亚、匈牙利、英国、波兰等超过

10 条国际货运航线。贵州今年 7 月开通

了全省首条洲际货运航线。在 1 小时高

铁车程内，成都双流、成都天府、重庆江

北三个国际机场高频运转，向成渝世界

级机场群目标迈进。目前，成都在飞客

货航线 375 条。

近 5 年来，西部开放硕果累累。《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实

施，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在西安成功举

办，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成效

斐然。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丝绸之

路国际博览会、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

西部国际博览会、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

洽谈会等国家级展会吸引力不断增强。

广袤的西部，已经形成跨越山海、联

接世界的开放格局。

幸福西部：创造共同富裕

千百年来，西部辽阔但苦于贫瘠，随

着打赢脱贫攻坚战、衔接乡村全面振兴，

西部群众正与全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要想富，先修路。群山阻隔的贵州，

近年来万桥飞架，变成西南交通的“十字

路口”；甘肃 80 个县连通高速公路，90％

以上的自然村组通硬化路；“蜀道难”的四

川高速公路里程已突破 1 万公里；新疆、

内蒙古、四川的支线机场数量位居全国前

三，加上各省区市高铁的快速建设连网，

西部时空距离大为缩短。

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解放沟镇火普

村，彝语意为“山峰之巅”。2014 年这里

贫困发生率 34.8％，村民仅能种点土豆、

燕麦。现在路通了，火普村依靠发展蓝莓

产业和特色文旅成功脱贫。沿着产业步

道行走，生机盎然的蓝莓树、挺拔的红枫、

绽放的索玛花漫山遍野、簌簌作响。

西部曾是脱贫攻坚战的主战场，14 个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有 12 个在西部，

深度贫困地区“三区三州”全部位于西部。

西 部 地 区 5086 万 贫 困 人 口 全 面 脱

贫，568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2023 年，西

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 3 万元。

党中央要求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

面振兴。2023 年，东部 8 个省市向西部

10 个省区市投入财政援助资金 231.9 亿

元，协作双方互派党政挂职干部 3045 人、

专业技术人才 2.5 万人，一大批帮扶项目

落地见效。

西部自身也在积极探索共同富裕之

路。紧邻四川凉山州的攀枝花市，正在高

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试验区，探索缩小

地区、城乡和收入“三大差距”，希望拉动

更多低收入群体跨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的 创 造 力 不 断 被 激

发。贵州“村超”“村 BA”火爆全国，新疆

吐鲁番兴起了沙疗，宁夏沙湖旅游火热，

内蒙古农牧区拍短视频成为新时尚……

迸发 蓬 勃 生 机 的 广 袤 西 部 ，同 全 国

一道，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西部 12 省区市，也将在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力谱写西部大开发

新篇章。 （新华社成都 10月 16日电）

奋力谱写这项世纪工程的新篇章
—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新华社记者

清晨，朝阳跃过三峡夔门，照亮西部壮阔山河。占全国国土面积七成还多的西部

12个省区市，伴随长江黄河的不息浪涛，正抢抓历史机遇、塑造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部大开发。2019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

见》，对这一世纪工程作出全面部署。今年 4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

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

力谱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

更加美丽、更加开放、更有动力、更加具有战略地位……一个“大保护、大开放、

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正在西部地区形成。

“我给你们打完电话也就十

几 分 钟 ，你 们 就 来 了 ，真 是 快

……”近 日 ，庆 阳 市 镇 原 县 三 岔

镇城头瓜果蔬菜种植基地的农

户李九帮对国网庆阳供电公司

工作人员感谢道。

李 九 帮 的 城 头 瓜 果 蔬 菜 种

植 基 地 主 要 以 种 植 西 红 柿 、黄

瓜、生菜等蔬菜为主，供应了三

岔镇 60%的用菜量。近期，李九

帮对大棚进行了智能改造，加装

通风、保湿、照明等设备。相比

于传统普通大棚，智能大棚育苗

不受天气影响，比传统农田育苗

要省地、省工、省时，发芽率可达

95% 以 上 。 整 个 育 苗 过 程 智 能

化、自动化，大棚内有抽水泵、温

控机等用电设备，充足的电力供

应对智能化育苗来说十分重要。

国 网 庆 阳 供 电 公 司 了 解 到

李九帮的用电需求后，第一时间

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及时跟进，

简化办电流程，在最短时间为客

户 送 上 了 电 ，保 障 大 棚 用 电 无

忧。同时，深入蔬菜大棚集中巡

查，重点对分接箱、电缆、开关等

设备进行细致“把脉”，规范大棚

内的地爬线、插座以及漏电保护

开关，并针对发现的问题做好登

记，帮助客户及时解决，做到发

现一例、治理一例，提高菜农用

电可靠性。此外，该公司工作人

员还在现场宣传安全用电知识

和电力政策法规，指导种植户们

科学用电，切实把供电服务送到

客户身边。

今后，国网庆阳供电公司将

持续多点发力、多措并举，聚焦

乡村产业电气化，积极落实惠民

政策，着力提升农村电力基础设

施，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电

力保障。 （田鸿宾）

国网庆阳供电公司：抢修复电快 不让菜农急

公 告
高 长 宏 ，男 ，身 份 证 号 ：

62010219********16，现 年 55

岁，2018 年 1 月与我公司签订

《劳 动 合 同》。 于 2024 年 5 月

26 日 至 9 月 25 日 连 续 旷 工 达

120 天，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 劳 动 合 同 法》第 三 十 九 条

（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

度的，符合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的条件。依据劳动合同法的相

关规定，经 2024 年 10 月 9 日公

司经理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并

征得公司工会同意，自 2024 年

10 月 9 日起公司解除与其签订

的《劳动合同》，双方劳动关系

终止。

兰州西腾润工装备制造有

限公司

2024年 10月 17日

遗失 李倩 62010320230

02656 号失业证，声明作废。

国 家 开 发 银 行（以 下 简 称“ 开 发 银

行”）成立于 1994 年，是国家出资设立、直

属国务院领导、支持中国经济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发展、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

国有开发性金融机构。开发银行以“增

强国力，改善民生”为使命，紧紧围绕服

务国家经济重大中长期发展战略，筹集、

引导社会资金，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

环节的支持力度，积极服务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致力于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现

代开发性金融机构，为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自 2006 年 9 月开发银行公开受理来

自社会各界的资产安全监督举报以来，

取得了较好效果。为进一步确保国有资

产质量稳定和维护资产安全，有效防控

金融风险，热忱欢迎社会各界对开发银

行资产安全进行监督，对危害或可能危

害开发银行利益的行为进行举报。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监督范围

与 开 发 银 行 资 产 相 关 的 法 人 及 组

织。包括开发银行（含控股子公司）各类

资产的项目客户，为开发银行资产提供

各类担保的客户，以及开发银行的管理

资产所涉及的其他客户等。

二、监督内容

（一）利用虚假的信息或材料骗取开

发银行资金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利用

不真实或虚假的客户信息、财务报表、项

目情况等申报材料，骗取开发银行资金

等行为。

（二）开发银行客户违反合同约定的

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或用款人违

反合同约定，擅自将项目资金挪作他用、

侵占、私分和转移，或造成开发银行重大

损失，或存在其他违法违规使用等行为。

（三）恶意拖欠或悬空开发银行债务

的 行 为 。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企 业 借 资 产 重

组、改制等重大经营事件，转移和抽逃资

金，逃避和悬空债务，以及其他恶意逃废

债务等行为。

（四）提供虚假担保或恶意转移抵质

押物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担保企业利

用不真实或虚假的财务报表、产权文件，

通过办理虚假登记等方式，为开发银行

支持贷款项目提供虚假担保，以及恶意

转移抵质押物等行为。

（五）其他危害开发银行资产安全的

行为。

三、举报方式

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情况，可采

用书信、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随时向开

发银行反映或举报。举报人应提供具体

的事实、依据或可查线索，并对举报内容

的真实性、客观性负责，不得主观臆测、捏

造事实、制造假证、诬告陷害他人，否则须

承担法律责任。提倡实名举报（提供个人

或单位真实身份信息及有效联系方式的，

视作实名举报），开发银行依法保护举报

人的合法权益，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严格

保密。举报人请勿重复举报。

四、受理联系方式

1.总行

来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

大街 18 号 国家开发银行 审计举报办公

室 （邮编：100032）

电话：010—68333171

E-Mail：jubao＠cdb.cn

2.分行

来信地址：兰 州 市 城 关 区 南 昌 路

1728 号国家开发银行甘肃省分行纪委办

公室（邮编：730030）

电话：0931-8868213，8866707

E-Mail：jjjb.gs＠cdb.cn

五、此公告由开发银行负责解释，相

关内容已在开发银行官网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国家开发银行甘肃分行

2024年 10月 17日

关于受理社会各界对国家开发银行资产安全监督举报的公告

（接 1版）

近年来，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坚持

全面贯彻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树立和践

行大食物观，坚持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强

化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全方位夯实

粮食安全根基，切实扛稳保障粮食安全的

政治责任。

在健全节粮减损机制方面，全省大力

推进全链条节粮减损，出台《甘肃省贯彻落

实〈粮食节约行动方案〉的若干措施》《甘肃

省粮食储备安全管理办法》等制度办法，将

节粮减损工作纳入全省粮食安全责任制考

核，推进粮食储存、运输、加工等全链条节

粮减损。在储存环节，推广适用于本地区

的储粮“三合一”新技术，应用环流熏蒸、粮

情测控系统、机械通风仓容分别达到标准

仓容的 66%、71.5%、73%，低温准低温储粮

仓容占到 36%；开展仓储规范化管理活动，

全省科学保粮率稳定在 96%以上，国有粮

库储藏周期粮食综合损失率控制在 1%以

内。在加工环节，加强粮食资源综合利用，

延伸粮油产业、产品链条，力争做到“吃干

榨尽”，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失。

保安全保供应保障粮油流通

来自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大学生

代表张璇在《节约粮食倡议书》中号召大家

“节约粮食，从我做起”。她表示，作为新时

代的公民，要自觉担负起“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的社会责任，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

的优良传统，关注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等

各个环节的浪费问题，积极支持并参与促

进粮食可持续利用的活动和项目。

近年来，甘肃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

持续加强粮油市场流通管理，确保粮食市

场供应稳定。积极开展“十四五”时期市县

级储备粮增储，提升储备安全保障能力。

在粮油贸易方面，大力实施“引粮入

甘”“甘粮出省”，深化与各省的粮食购销协

作。2023 年，全省粮食总收购 333.6万吨、

同比增长 12.5%，总销售 361.7 万吨、同比

增长 1.5%。同时，加强对粮情和市场的分

析研判，统筹做好省内粮源组织调度，切实

发挥储备粮吞吐调节作用，全省粮油市场

保持了流通活跃、运行平稳的态势。

夯实粮储系统“压舱石”作用

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在保障粮食安

全的基础上，还肩负着国家、省市应急物

资储备、应急响应、调运等职能。

积石山地震发生后，甘肃省粮食和物

资储备系统快速响应，第一时间赴灾区督

导应急物资保障工作，投入 520 余人开展

应急物资调运，有力保证了灾区群众和救

援人员粮油和物资供应。

针 对 粮 油 应 急 保 供 的 新 形 势 新 要

求，甘肃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不断完

善 应 急 体 系 ，提 升 粮 食 安 全 保 障 能 力 ，

已 建 成 省 、市 、县 三 级 粮 食 应 急 保 障 中

心 129 个 ，全 省 现 有 粮 油 应 急 供 应 网 点

1938 个，实现社区、乡镇全覆盖。此外，

新 建 省 军 粮 综 合 保 障 基 地 和 兰 州 、天

水 、张 掖 、陇 南 等 粮 食 物 流 产 业 园 逐 步

投入运营，形成了一批集储备、加工、配

送 、供 应 于 一 体 的 粮 食 应 急 保 障 中 心 ，

全省初步形成比较完善的粮食应急保障

体系。

爱 粮 惜 粮 粮 安 天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