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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认真开展 2019 年度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工作的通知

发改粮食〔2019〕98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决策部

署，持续推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落实，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

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经粮食安全省长

责任制国家考核工作组同意，现将 2019年度考核工作的相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考核内容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今年中央一号文

件确定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决策部署，按照《国务院关于建立健

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69号）的要求，

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国家考核

工作组成员单位联合印发了《关于认真落实 2019 年度粮食安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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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责任制的通知》（发改粮食〔2019〕201号），提出了各省（区、

市）2019 年度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重点任务。2019 年度粮

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统筹规

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中办发〔2018〕56号）精神，在继

续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办法的通

知》（国办发〔2015〕80号）规定的责任事项进行基础内容考核的

同时，突出对重点任务的考核。结合当前粮食安全新形势、新任务、

新要求，本着“强化导向、突出重点、注重实效”的原则，设置 2019

年度考核任务评分标准 27项。

二、考核评价

（一）考核评分。考核采用评分制，满分为 100 分。采取省级

人民政府自查评分与部门评审、部门抽查评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

核，并对部分重点考核事项实行倒扣分。

1.自查评分。各省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办发〔2015〕80号文件和

本通知要求，对本辖区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全面总结

和自评打分，并形成书面总结报告。

2.部门评审。各牵头考核部门会同配合部门和单位，根据部门

日常监督检查情况，结合省级人民政府自评报告和自评打分情况，

对各省级人民政府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情况进行分项考核评

审。

3.部门抽查。国家考核工作组派出联合抽查组，对被抽查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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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进行实地考核，形成抽查考核报告。

（二）计分方法。将各省级人民政府自查评分、部门评审评分、

部门抽查评分，按各部分得分权重进行汇总，计算各省级人民政府

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的最终得分。

1.抽查省份考核计分。省级人民政府自查评分、部门评审评分

和部门抽查评分分别按照考核得分权重的 40%、40%和 20%计算得

分。计算方法为：抽查省份考核得分=省级人民政府自查评分×40%+

部门评审评分×40%+部门抽查评分×20%。

2.非抽查省份考核计分。省级人民政府自查评分和部门评审评

分分别按照考核得分权重的 40%、60%计算得分。计算方法为：非

抽查省份考核得分=省级人民政府自查评分×40%+部门评审评分

×60%。

（三）评价结果。按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对

各省级人民政府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情况进行年度综合评价。

考核得分 90 分以上的，评为优秀；75 分以上 90 分以下的，评为

良好；60分以上 75分以下的，评为合格；60分以下的，评为不合

格（“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三、考核安排

（一）自查评分。2020 年 4 月 30 日前,各省级人民政府按照

《2019年度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评分表》要求，完成对 2019

年度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的自评打分和总结报告，备齐自评打



－ 4 －

分依据的文件资料，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国家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并抄送国家考核工作组其他成员单位。自查报告要

全面客观反映考核年度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情况，总结成

绩，查找问题，分析原因，提出整改措施，并将工作亮点和重大突

破在报告中单独反映，作为综合评价参考。省级人民政府对自查自

评情况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二）部门评审。2020年 5月 15日前，各牵头考核部门会同

配合部门和单位根据职责分工，结合日常监督检查，完成对各省级

人民政府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情况的考核评审，并形成书面意

见报国家考核工作组办公室汇总。

（三）部门抽查。根据各省级人民政府自评报告和部门评审意

见，按照兼顾产区与非产区、部门评审与省级人民政府自评结果的

原则确定抽查省份，国家考核工作组成员单位组成联合抽查组进行

实地考核，并于 2020年 6月 15日前形成抽查考核报告。

（四）综合评价。2020年 6月 30日前，国家考核工作组办公

室根据各成员单位考核评审和联合抽查情况进行综合评价，提出考

核等级和考核结果运用建议报国家考核工作组审议。

（五）考核通报。考核结果经国务院审定后，由国家考核工作

组成员单位联合向各省级人民政府通报；同时抄送中央组织部，作

为对省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和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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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要求

（一）提高站位，统一思想，切实加强考核工作组织领导。2019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做好粮食安全保障工作具有特

殊重要性。各省（区、市）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

决策部署上来。要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落实高质量发展

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围绕“巩固、增强、提升、

畅通”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打通影响粮食安全的痛点

难点，全面加强粮食生产、储备和流通能力建设，切实承担起保障

区域粮食安全的主体责任。要进一步深化对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

核工作的认识，在机构改革优化职能配置中，加强各级政府之间、

部门之间协调配合，明确任务分工，形成工作合力，更好发挥考核

“指挥棒”作用，切实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区域粮食安全。

（二）坚持简便易行、务实管用，优化改进考核方式方法。各

省（区、市）考核工作要坚持结果导向，力戒形式主义，充分考虑

地方实际，体现差异化要求，避免“一刀切”。在考核中必要的记录、

台账要看，但主要看工作实绩，关键看有没有解决实际问题。要加

强日常了解，多到现场看，更多关注政策落地情况和效果。杜绝简

单地看有无领导批示等形式主义做法，不能简单以留痕多少评判工

作好坏，不得随意要求地方填表报数、报材料，加重地方负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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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年度考核和日常监督考核紧密结合起来，强化过程管理，及时协

调解决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中的困难和问题，确保关键节点任

务顺利完成。要强化考核结果运用，进一步放大考核效应，鲜明树

立重实干重实绩的导向，为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创造有利条

件。

（三）勇于攻坚克难、担当作为，进一步强化问题整改。各省

（区、市）要突出问题导向，把问题整改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以更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全力抓好考核发现问题整改，决

不允许有“盲区”和“死角”。要按照“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要

求，聚焦影响粮食安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认真梳理、建立台

账，强化持续整改，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防止机械式整改、

被动应付、“责任甩锅”，确保限期整改到位。要适时组织开展整改

“回头看”，防止问题反弹，巩固整改成果。在整改落实的基础上，

及时总结经验，完善制度，建立健全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保

障粮食安全的长效机制。

（四）确保公平公正、真实准确，维护考核的权威性。各省（区、

市）要坚持严字当头，认真做好考核各环节工作，确保考核结果公

平公正、经得起检验。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

持续加强作风建设，坚决克服官僚主义，杜绝出现“领导分”“面子

分”和“关系分”“人情分”，以及打招呼、跑风漏气等不正之风。对

考核工作中发现以“考”谋私、弄虚作假、瞒报虚报和违规打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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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影响的，要依法依纪追究有

关人员的责任。

国家发展改革委 农业农村部

粮食和储备局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水利部

海关总署 市场监管总局

统计局 农业发展银行

2019年 6月 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