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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粮食是每个人
应尽的责任

近日，永报小记者来到市中心粮库参观采访。

跟着粮食专家章叔叔的脚步，永报小记者来

到一条输送带旁。输送带边上有一辆大卡车，工

作人员正在卸粮。章叔叔说，粮食卸下来后，首

先输送到除杂机，经过除杂质、烘干等工序后才

能存储到仓库里。

随后，永报小记者跟着章叔叔来到一间仓

库。这间仓库里存储了数百吨稻谷，散发出阵阵

清香。据了解，这间仓库高约 5 米，可以存放

1600 吨粮食。章叔叔说，仓库必须保持低温、干

净、干燥，同时做好防水、防滑、防锈等一系列措

施才能保证粮食的安全。整个粮库约 3.5 万平方

米，储存了小麦、稻谷等粮食。

章叔叔还给永报小记者讲解了水稻的知

识。章叔叔说，早稻 3 月中下旬播种，7 月收割;

晚稻5月底6月初播种，10月到12月收割。

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当前“公私仓廪

俱丰实”的局面来之不易，我们要牢记“丰年要当

歉年过”的古训，常怀对粮食的敬畏，养成节约为

荣、浪费为耻的习惯，努力让每一粒粮食都不被

浪费。 永报小记者 陈侔怡

近日，永报小记者来到位于科源路的市中心粮

库，在粮食专家章叔叔带领下参观粮食仓储设施。

永报小记者首先来到卸粮的地方。粮食从货车

上卸下来后，首先经过输送带来到除杂机，除去杂质

后再存储到仓库里。

随后，章叔叔带着永报小记者来到一间仓库。仓

库里堆满了稻谷，散发着阵阵清香。永报小记者问：

“章叔叔，这里的稻谷为什么都保存得这么好，还散发

着清香呢？”章叔叔说：“稻谷的储存需要三个条件：一

是干净，二是干燥，三是低温。具备了这三个条件，稻

谷才能不长虫、不发霉、不长芽。”

来到休息室，永报小记者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

题：“稻谷剥开后，为什么一捏就碎？”“为什么剥开的

谷粒呈现青色？”章叔叔一一作了解答。最后，章叔叔

和永报小记者分享了几个有趣的小知识。他说，家里

的大米如果长虫了，可以用塑料袋装起来，打个结，然

后放入另一个塑料袋里，密封后放进冰箱的冷冻室，

这样就可以达到灭虫的效果；大米不能曝晒，否则就

跟陈米一样，口感不好。

通过采访，永报小记者学到了许多关于粮食的知

识。今天的我们虽然无须为温饱犯愁，但农业很大程

度上仍“靠天吃饭”。正如一首诗所说：一天天相守，一

季季耕耘，成垄的天地靠风雨打拼。在粮食连年丰收

时，感恩和警醒尤不可缺。 永报小记者 陈王谱尊

近日，永报小记者来到位于经济开发区的市中心

粮库参观采访。

据了解，市中心粮库于 2004 年动工建造，2005

年投入使用，是目前我市最大、储存方式最科学的粮

库。

在粮食专家章叔叔的带领下，永报小记者来到一

间仓库前。仓库边上有一个很特别的楼梯。这个楼

梯没有竖向的挡板，且每级踏步都是镂空的。章叔叔

说，这样的设计是为了防止雨水堆积在楼板上，此外

还可以防滑防锈。

章叔叔告诉永报小记者，整座粮库的面积约 3.5

万平方米，每一间仓库都能装下 1600 吨粮食。章叔

叔随手抓了一把稻粒，向永报小记者介绍了水稻的基

本知识。据了解，水稻按种植时间可分为早稻和晚

稻，收获的稻谷要经过深加工才能变成我们平常所吃

的大米。

永报小记者问：“大米长虫该怎么处理呢？”章叔

叔说：“把长虫的米用塑料袋装起来，然后再套上一只

塑料袋，扎好口袋，放入冰箱冷冻室。第二天淘米的

时候，把冻死的米虫捡出来就可以了。”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播种、锄草、浇

水、施肥到收获，每一粒粮食饱含着农民数月“面朝黄

土背朝天”的辛劳。只有爱惜粮食，才能体现对自然

馈赠的敬畏和对耕耘者的尊重。 永报小记者 陈曦

感恩每一寸土
珍惜每一粒米

近日，永报小记者来到市中心粮库参观采访。

在粮库，永报小记者参观了仓储设施，了解

储备粮从运输、称重到入库的过程。

粮食专家章叔叔说，在饥馑的年代里，粮食贵

比黄金。如今，中国以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世界

20％左右的人口，堪称奇迹。正是农业的持续稳

定发展，奠定了今天中国经济繁荣的基础。所以，

我们要从现在做起，拿出实际行动，比如：吃多少，

盛多少，不偏食，不挑食；少吃零食，不扔剩饭菜；

在餐馆用餐时，点菜要适量，吃不完的饭菜打包带

回家。对浪费的现象，我们要坚决抵制，用实际行

动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一份贡献、尽到一份责任。

有人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生命的魅力

无不闪现着“粮食的光芒”。粮食是我们生存的

根本，无论将来科技如何发达，我们每天还得吃

五谷杂粮。“民以食为天”，说的就是这个“天”。

我们要尊重每一位劳动者，感恩每一寸土，珍惜

每一粒米。 永报小记者 卢蕙

近日,永报小记者来到市中心粮库参观采访。

在粮食专家章叔叔的带领下，永报小记者参观了

粮食输送设施。章叔叔说，运进来的稻谷需要通过振

动筛过滤杂质，然后才能存入仓库。

接着，章叔叔带领永报小记者来到一间仓库前。

章叔叔说，市中心粮库于 2004 年建成，2005 年投入

使用，主要用于储备应急粮。粮食入仓前首先要进行

抽样检验，检验合格后过磅计重，全部合格才能进入

仓库。此外，每间仓库都要进行三天一小测、七天一

大测，以保证存储粮的质量。一旦出现问题，仓管人

员要进行紧急处理。

随后，章叔叔带领永报小记者参观了检验室。在

这里，工作人员先将粮食放入筛选机混合均匀，再检

测水分含量。章叔叔说，只有全部指标合格才能入

库。为了群众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中心粮库的工作

人员付出了许多努力。

当代农业科技已经高度发达，但“一粥一饭，当思

来之不易”的古训并未过时。粮食固然是自然界的馈

赠，但更是人类辛勤劳动的成果。爱惜食物，杜绝餐

饮浪费，既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也是对人类劳动的尊

重。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国际大背景下，我们需要

增强风险意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途上，我们

更要营造好“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社会大氛围。日

子过得越好，越不能忘本，越要将“谁知盘中餐，粒粒

皆辛苦”牢记在心头、代代永相传。

永报小记者 吴俊鑫

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所在周是我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今年粮食周的主题是“端牢中国饭碗、共筑全球粮安”。据了解，中国用
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左右的人口，实现了由“吃不饱”到“吃得饱”进而“吃得好”的历史性转变。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近日，永报小记者走进市中心粮库，了解我市粮食储备情况，增强爱粮节粮意识。

感恩盘中餐 粒粒须珍惜
——永报小记者走进市中心粮库

感恩盘中餐 穗黄总关情

让“粒粒皆辛苦”成为每个人终身的回味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