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切实做好全国政策性粮食库存

大清查普查结果审核汇总和

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

国粮发〔2019〕182 号

各省级大清查协调机制办公室：

全国政策性粮食库存大清查普查工作已基本结束。为认真做

好普查结果审核汇总和问题整改相关工作，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开展全国政策性粮食库存数量和质量大清查的通知》（国办

发〔2018〕61 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全国政

策性粮食库存数量和质量大清查实施方案的通知》（发改粮食

〔2019〕247 号）精神，结合各地大清查工作实际，现就大清查

普查结果审核汇总和问题整改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实事求是，准确反映政策性粮食库存实底

政策性粮食库存大清查是夯实国家粮食安全物质基础的重

要手段。国务院领导同志和各地政府高度重视大清查工作，半年

多来，全国动员 10 余万人参与大清查，旨在查清查实全国政策

性粮食库存实底，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打牢基础。准确反映普查

结果，切实消除问题隐患，关系到整个大清查工作的成败，各地



要提高思想认识，严格按照大清查实施方案中规定的程序和要

求，确保数据填报准确规范，反映问题全面详实，问题整改认真

到位，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政策性粮食库存数量和质量状况。

二、强化会审，扎实提高清查数据质量

各省级大清查协调机制办公室要抽调省内精干专业力量，组

成大清查结果审核汇总专班，采用会审方式，逐地市、逐普查组

进行普查数据审核汇总。要对本省（区、市）纳入清查范围的所

有检查数据逐库点、逐货位进行审查核对，确保无错误、无遗漏。

要加强对重点关键指标间的逻辑审核，认真分析比对国家下达的

分解登统数据与省市普查结果。要认真审核异常数据、账实差率、

质量不达标（不宜存、不合格）等清查结论性数据，确保结论准

确无误。要充分运用大清查应用软件等信息化手段和工具，提高

在线审核汇总效率和数据质量。严禁对账实差率和质量数据进行

“粉饰”，严禁掩盖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三、聚焦重点，严把各层级普查数据审核质量关

（一）仓房（货位）清查数据审核。重点审核粮堆测量尺寸、

粮堆密度、修正系数、账实差率、发现问题清单等普查基础信息，

确保源头数据真实准确。

（二）承储企业普查数据审核。通过核实检查时点和实际查

库日之间业务变动的真实性，将实际查库日库存还原至检查时点

实际库存，并与分解登统数据比对，核实检查时点分解登统库存

与检查当日实际库存数据变动的逻辑关系。不相符的，要查对原



因并作出书面说明，凡无客观真实因素形成的差数列入账实不符

差率，并在问题清单中详细记录形成差异问题的情节，明晰涉差

粮食性质、品种、仓房（货位）号等具体信息，落实整改责任人。

（三）市级汇总数据审核。除按企业普查数据审核汇总要求

进行审核外，要重点关注地方储备粮和政策性粮食。对粮权不落

实的地方动态储备必须单独反映；对政策性粮食，要加强实际普

查结果与库存登统数据，以及中储粮普查组与相关地方检查组检

查结果的比对，认真审核是否存在数据重复、遗漏和逻辑错误。

此外，还要关注异地储粮代查结果和在途粮食的检查数据，防止

以在途或异地储存规避账实不符。

（四）省级汇总数据审核。大清查数据审核汇总专班要对各

市地普查结果逐一预审核，凡不过关的，一律不得汇入全省汇总

数据。中储粮分公司要对牵头普查的库存数据认真审核，确认无

误后，并入全省汇总数据。全省普查汇总数据，要与检查时点统

计库存月报、分解登统数据进行比对，核实账实差率。此外，省

级汇总数据审核还要注意大清查软件规定的填报项目数据的完

整性、一致性。

（五）质量清查结果数据审核。承检机构要指定专人负责检

验结果数据的审核、汇总，及时形成分市（地）检验结果，要确

保每个仓房（货位）的检验结果与扦样信息准确匹配，并按规定

要求报送至省级大清查协调机制办公室，同时反馈至扦样地的市

（地）级大清查协调机制办公室进行复核。



市（地）级大清查协调机制办公室要安排专人对本行政区域

承储企业政策性粮食质量检验结果涉及的库点名称、仓房（货位）

号、粮食性质、品种、代表数量等信息进行核对，确保与数量检

查工作底稿中的填报信息相一致。

省级大清查协调机制办公室应认真比对市（地）级大清查协

调机制办公室上报的质量清查汇总结果与承检机构报送备查的

质量检验结果，确认无误后，汇总形成本辖区质量汇总数据。

四、建立清单，强化检查问题督促整改

（一）全面汇总大清查发现问题，建立问题清单。市（地）

级大清查协调机制办公室要及时审核汇总企业自查、省市普查、

督导巡查发现的各类问题，形成问题清单，报省级大清查协调机

制办公室。省级汇总时，要将各市（地）审核汇总提报的问题清

单，进行全面登统，形成全省大清查分阶段发现问题清单。对已

经整改到位的问题，要作出专门标识。清单中要详细描述问题发

生情节，对于涉粮问题要标明所在企业、粮食性质、品种、年份、

数量、仓房（货位）号等具体信息。

（二）制定整改措施，建立挂牌督办和通报约谈制度。要根

据大清查发现问题，分类建立问题整改台账，制定切实可行的整

改措施，明确整改责任单位和整改时限。要坚持边查边改、立查

立改，督促企业狠抓整改落实。对于重要问题要建立挂牌督办、

通报约谈制度，实行销号整改。涉嫌违法犯罪的，要按照相关规

定和程序移送司法机关，并密切关注案件进展情况，积极配合做



好后续案件侦办工作。

五、从严整改，压实数据审核主体责任

（一）认真整改数据审核发现问题。审核发现数据本身的问

题，要逐条记录，并返回下级大清查协调机制办公室（或普查组）

重新核对准确。对清查流程不规范、清查数据不真实的，要重新

进行现场检查。检查结果要在大清查应用软件中及时进行订正，

整理纸质资料留存备查。

（二）严格落实数据审核责任。按照“谁审核、谁签字、谁

负责”的原则，落实审核主体，压实审核责任，做到审核全程留

痕、责任可追溯，审核结果实行终身负责制。要完善审核责任追

究机制，对数据审核走过场，缺项、漏项等明显问题未发现，重

大问题隐瞒不报，以及推卸审核责任的人员依规依纪严肃追究责

任。

各省级大清查协调机制办公室原则上要于 7 月底前，完成本

省（区、市）大清查数据的审核汇总工作，由省级人民政府向大

清查部际协调机制提交粮食库存清查结果和工作总结报告。

全国政策性粮食库存数量和质量

大清查部际协调机制办公室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代章）

2019 年 6 月 1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