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七条 粮食储存期间， 应当
定期进行粮食品质检验， 粮食品质达
到轻度不宜存时应当及时出库。

建立粮食销售出库质量安全检验
制度。 正常储存年限内的粮食，在出库
前应当由粮食储存企业自行或者委托
粮食质量安全检验机构进行质量安全
检验；超过正常储存年限的粮食，储存
期间使用储粮药剂未满安全间隔期的
粮食，以及色泽、气味异常的粮食，在
出库前应当由粮食质量安全检验机构
进行质量安全检验。 未经质量安全检
验的粮食不得销售出库。

第十八条 粮食收购者、 粮食储
存企业不得将下列粮食作为食用用途
销售出库：

（一）真菌毒素、农药残留、重金属
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
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

（二）霉变或者色泽、气味异常的；
（三）储存期间使用储粮药剂未满

安全间隔期的；
（四）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

等污染的；
（五）其他法律、法规或者国家有关

规定明确不得作为食用用途销售的。
第十九条 从事粮食收购、 加工、

销售的规模以上经营者，应当按照所在
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规定，
执行特定情况下的粮食库存量。

第二十条 粮食经营者从事政策
性粮食经营活动， 应当严格遵守国家

有关规定，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虚报粮食收储数量；
（二）通过以陈顶新、以次充好、低

收高转、虚假购销、虚假轮换、违规倒
卖等方式，套取粮食价差和财政补贴，
骗取信贷资金；

（三）挤占、挪用、克扣财政补贴、
信贷资金；

（四）以政策性粮食为债务作担保
或者清偿债务；

（五）利用政策性粮食进行除政府委
托的政策性任务以外的其他商业经营；

（六）在政策性粮食出库时掺杂使
假、以次充好、调换标的物，拒不执行
出库指令或者阻挠出库；

（七）购买国家限定用途的政策性粮
食，违规倒卖或者不按照规定用途处置；

（八）擅自动用政策性粮食；
（九）其他违反国家政策性粮食经

营管理规定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国有粮食企业应当

积极收购粮食，并做好政策性粮食购销
工作，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宏观调控。

第二十二条 对符合贷款条件的
粮食收购者， 银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及时提供收购贷款。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应当保证中央
和地方储备粮以及其他政策性粮食的
信贷资金需要，对国有粮食企业、大型
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其他粮食企
业， 按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提供信贷
资金支持。

政策性粮食收购资金应当专款专
用，封闭运行。

第二十三条 所有从事粮食收
购、销售、储存、加工的经营者以及饲
料、工业用粮企业，应当建立粮食经营
台账， 并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粮
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报送粮食购
进、 销售、 储存等基本数据和有关情
况。 粮食经营台账的保存期限不得少
于 3 年。 粮食经营者报送的基本数据
和有关情况涉及商业秘密的， 粮食和
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有保密义务。

国家粮食流通统计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粮
食经营者信用档案， 记录日常监督检
查结果、违法行为查处情况，并依法向
社会公示。

粮食行业协会以及中介组织应当
加强行业自律， 在维护粮食市场秩序
方面发挥监督和协调作用。

第二十五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开
发、推广应用先进的粮食储存、运输、
加工和信息化技术， 开展珍惜和节约
粮食宣传教育。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粮食和储备行
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粮食经营者的
指导和服务， 引导粮食经营者
节约粮食、降低粮食损失损耗。

第三章 宏观调控
第二十六条 国家采取政

策性粮食购销、 粮食进出口等多种经
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 加强对粮
食市场的调控， 保持全国粮食供求总
量基本平衡和市场基本稳定。

第二十七条 国家实行中央和地
方分级粮食储备制度。 粮食储备用于调
节粮食供求、稳定粮食市场，以及应对重
大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突发事件等情况。

政策性粮食的采购和销售，原则上
通过规范的粮食交易中心公开进行，也
可以通过国家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

第二十八条 国务院和地方人民
政府建立健全粮食风险基金制度。 粮
食风险基金主要用于支持粮食储备、
稳定粮食市场等。

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
负责粮食风险基金的监督管理， 确保
专款专用。

第二十九条 为保障市场供应、
保护种粮农民利益， 必要时可由国务
院根据粮食安全形势，结合财政状况，
决定对重点粮食品种在粮食主产区实
行政策性收储。

当粮食价格显著上涨或者有可能
显著上涨时，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价格法》的规定，采取价格干预
措施。 （未完待续）

南阳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南 阳 南 都 晨 报 社
南阳市粮食行业协会

宣

暑热消退，市民晚上纷纷告别空调房，出门走一走

秋高气爽“醉”了夜生活
□本报记者 赵江波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进入 8 月下旬， 暑热逐渐消退，
取而代之的是习习的凉风和浓浓的
秋意。气象部门预报，短期内，我市以
分散性阵雨天气为主，清凉持续。

告别挥汗如雨的三伏盛夏，久
居空调屋里的人们纷纷来到户外，
吃饭聚会、游河赏景、跳舞听戏、运
动健身……中心城区处处透着别具
金秋风味的浓浓人间烟火气。

相聚夜市摊 清爽度金秋
餐厅服务人员来往穿梭， 点菜、

上菜、送酒，忙碌异常；饭店餐桌座无
虚席， 人们或端起啤酒互诉衷肠、或
撸着烤串交流感情、或停箸杯前畅聊
人生……伴随着高温酷暑的消退，南
阳的“夜经济”更火了，城南里、宛十
三等夜市攘来熙往， 新田 360 广场、
南阳府衙小吃街人声鼎沸，弥漫着醉
人的烟火气。

“今年夏天太热了，持续的高温
让人们不敢出门，即便是在晚上也
异常闷热，我们的夜市经营也受到
一定影响。 ”中心城区建设东路一
家餐馆负责人介绍，“这几天气温
降了，天气十分凉爽，来吃夜市的
人渐渐多了起来，每张桌子可以翻
两三次台。 ”

“在这里吃烧烤很有氛围， 吹着
凉风、听着音乐、伴着霓虹灯、吃着烤
串， 闲情配着诗意， 一杯啤酒度金
秋。”在中心城区十二里河市场门口，
一位吃烧烤的市民悠闲地对记者说。

赏景白河边 清风拂面来
傍晚时分， 市民或迎着徐徐微

风，健步淯水之畔，或到家门口的游
园广场，跳舞娱乐，听戏观景。

8 月 26 日 20 时许，在南阳解放
广场西南角，几位戏曲爱好者携带专
业乐器和音响，搭起临时戏台，现场
演唱名家曲目。 不少市民闻声而来，
驻足观看戏曲表演，不一会儿，现场
就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前些天太热了， 我们连续好多
天都不敢出门。 现在天凉快了，晚上
和老伴一块出来散散步、听听戏。”一
位正在中达·天润城市广场听戏的老
人说，“如今南阳建得这么漂亮、宜
居，我们得多走走，多看看。 ”

出门来活动 挥汗秋风里
8 月 24 日 19 时40 分，近百名骑

行爱好者整理行装，自南阳解放广场
出发，蹬着自行车，伴着动感的音乐，
沿滨河大道一路向东。

自今年 5 月份开始，南阳捷安特
苍狼骑行俱乐部负责人每周一至周
四，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约伴骑行通
告。“前些天太热了，每天来骑行的只
有二三十人。 这几天凉快了，每晚都
有超过六七十位骑行爱好者来参加

‘夜骑’。 我们每晚往返骑行 30 余公
里，算是低强度的骑行锻炼，这种健

身方式很受大家欢迎。 ”
“天气渐渐凉爽， 每天晚上到公

园参加暴走的人逐渐增多。 ”8 月 26
日晚，一位在南阳人民公园健身的市
民对记者说，“天凉快了，大家都愿意
出门活动了。 前些天酷热难耐，大家
都躲在空调屋里吹空调， 不愿出来
‘受罪’。 ”③5

市民在南阳解放广场一角打篮球。 本报记者 刘佳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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