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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2021四平农业档案，一组组闪金亮银的数据扑面而

来——

黑土地保护利用全面提档，全域打响“黑土粮仓”科技会

战；在全国首立黑土地保护地方法律，全省首创“田长制”，水

土流失治理面积154平方公里；粮食产量再创新高，经验做法

得到国务院大督查通报表扬；“梨树模式”内深外延，全市推广

493万亩；全国首创“粮食银行”全产业链发展新路；成功举办

首届中国北方（四平）农机展销会，规模北方最大，探索成效得

到国家粮食局等部委高度肯定；农民合作社提质树典，组建四

平农村合作经济学院、黑土地干部学院，培训各类人才7300人

次，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获评全国典型……

以“建设现代化富美乡村”为未来5年任务和目标的四平

市农业农村，将2021宏大序曲演绎得有声有色，并将更多的精

彩展现于细节之中。

打造“中国北方农谷”——
粮食生产实现“十八连丰”；机械化

水平达91.5%；整村推进托管服务；创
新探索“粮食银行”

仓廪实，天下安。四平坚持农业立市发展战略，扛稳国家

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持续完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做到“两稳

一提一抗”。全市粮食播种面积884.64万亩，主要农作物良种

覆盖率达100%，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91.5%，推广绿色增

产技术900万亩次，全市粮食产量达93.46亿斤，实现“十八连

丰”。

整村推进托管服务。双辽市卧虎镇贺家村众顺农业专业

合作社，像“保姆”一样为农民提供优质服务：对长期不在家、

户均耕地少、自主经营困难、不愿流转出土地的农户，根据农

户的委托，对耕、种、管、收、储、运、销等各个环节全部负责，并

承诺正常年景下每公顷保底产量不低于20000斤。基本达到

了“整村推进”，全程托管服务面积近1000公顷；设计出多种套

餐，为农户提供菜单式可选托管服务项目，重点涵盖农业生产

资料统购、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大型收割机收获、秸秆回收

利用和粮食统一收购销售等“关键环节”服务项目。

整村推进托管服务，实现了政府、农民、合作社“三满意”，

体现了三大益处：一是提高了农业机械化水平，推动了土地规

模化经营，降低了劳动强度和生产成本。二是科学种田水平

大幅度提升，实现了增产增收。同时，社员可腾出时间打工，

获得更多劳务收入。三是保障了小

农户获得更多收益，一些小农户采

取托管方式经营土地，每公顷可获

得收益近万元，比流转土地多5000

元左右。

创建“粮食银行”。四平市立足

实际，创新探索实施“粮食银行”全

产业链发展模式，提高农民收入，助

力乡村振兴。“粮食银行”借鉴银行

经营模式，变农户为“优质储户”，变

粮食为“活期存折”，架起互联互通

的全产业链服务综合体。农民“带

地入社”，土地由合作社集中管理，

农民种地“零”成本。引入金融机

构、保险机构、担保公司和村委会四

方监管，由储粮在庭院变为储粮在

“银行”，带动更多农民共享发展红

利。通过试点运行，全市已有15家

粮食收储加工企业作为“粮食银行”

主体，与合作社、家庭农场、种粮大

户签约，合作土地规模达45万亩，为

合作社解决资金缺口2000余万元，

为农民和合作社存粮30万吨，为农

民增收9000万元，减少农民“庭院储

粮”损耗约6%。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对这一创新做法给予高度关

注；省领导批示要求“适时总结推

广”。

2022年，全市将在粮食高产上

寻求新突破，落实东北粮食安全带

布局，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强化科技兴农引领，最大限度

地增加粮食产量，确保全市正常年

景下粮食产量稳定在92亿斤以上。

聚焦黑土地保护——
丰富拓展“梨树模

式”内涵；新建高标准
农田33.5万亩；推广面
积居全省前列

深入研究保护性耕作，丰富拓展“梨树模式”内涵，进一步

规范实施标准，创新探索将标准化、信息化、机制化、契约化

融入“梨树模式”，全面推进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构建黑土

地保护科技研发、技术推广和农机装备整体解决方案，形成

“院士工作站+科技联盟+科技小院+农技推广站+示范户”模

式。梨树县宏旺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县级高标准保护

性耕作应用基地，带动土地规模经营面积达上万公顷。与中

国农业大学、吉林农业大学等科研机构建立广泛联系，为国

家及省市县承担了“十个模式”等试验示范项目，成为“梨树

模式”——玉米秸秆覆盖免耕等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推广者。

据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数据统计显示，应用该技

术粮食可增产8%-10%，公顷节本1200元左右，农业综合效益

显著提高。

加快建设四平市黑土地保护示范区，推广黑土地养分调

控技术2009万亩次，新建高标准农田33.5万亩，整县推广黑

土地保护技术60万亩。与中国科学院战略合作，建立梨树县

万亩“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示范基地，促进黑土地基础设施、耕

地质量、生态质量稳步提升。建设现代农业生产单元14个，在

300公顷生产单元上实现经济生态效益最大化，打造现代农业

生产样板，带动“梨树模式”推广面积达493.3万亩，推广面积

居全省前列。

做好示范引领加法。2021年全市新增市级示范社113

家、省级示范社87家，17个示范合作社入选全省“百强社”。

目前，全市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分别发展到7566个、4902

个，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比重达62%。梨树县建立了100个

“梨树模式”示范推广核心基地，13.3万公顷示范田比常规地

块增产8%以上，每公顷节本增收2920元。梨树县凤凰山农机

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韩凤香说：“合作社经营的800多公顷

玉米种植区，采取的全部是‘梨树模式’，这种模式保证了出苗

率，粮食产量每公顷比2020年增加1000斤。”

2021年11月，四平市推广黑土地保护利用新模式入选国

务院第八次大督查典型经验，受到通报表扬。

2022年，四平将继续创建黑土地保护示范区，加快建设国

家黑土地保护利用综合示范区，落实“一带三区”总体布局，建

设高标准农田38万亩，推广黑土地保护技术2200万亩次，建

设“黑土粮仓”科技示范等项目。擦亮“梨树模式”金字招牌，

推广保护性耕作面积515万亩以上，实现适宜地块全覆盖。以

梨树县为重点实施“111”工程，建设县乡村三级技术示范服务

体系，构建黑土地保护长期应用样板。

奏响农业致富凯歌——
建设三产融合示范区；传承农耕文

明；“平地生香”领军品牌矩阵

四平坚持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一体建设，聚焦发力

国家黑土地保护示范区和国家农业现代化先导区两个重点，

全面统筹推动三产融合发展，建设绿色大粮仓，打造现代农业

发展“新高地”，奏响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的现代农业致富凯歌。

创新建设三产融合示范区，打好延伸加工链、提升价值

链、拓展服务链“组合拳”。创建融合高地：梨树县玉米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填补四平市国字号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空白，伊

通黄牛、梨树玉米被评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伊通县马鞍山

镇(果蔬产业)被确定为全国农业产业强镇，梨树辽河垦区（大

米加工）被确定为首批省级农产品加工示范园区，新培育国家

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1个，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7个，星级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星级示范企业4户。创建龙型格局：持续

做强粮食、畜禽、特产品加工三大加工板块，建项目、育龙头、

延链条，确立农产品加工及食

品产业实施方案及玉米、生猪

等八大产业集群，市级以上龙

头企业达233家，农业产业联

合体达27家，农产品加工业产

值达 170 亿元。创建品牌矩

阵：加快构建形成“大而强”“小

而美”的品牌格局，打造“平地

生香”领军品牌，两批授权企业

达 50家，新增绿色农产品 16

个，申报梨树白猪、梨树九月青

豆角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传承农耕文明，打造良心农业。双辽市缘通农业农机专

业合作社积极探索现代农业生产模式，转化科技成果，延长特

色农业产业链条。依托“玉米黄金带”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

种植糯玉米450公顷，投入800万元建成真空玉米加工厂，打

造“黑娃娃”“黄娃娃”等特色品牌，年产能有望突破1500万穗，

种养结合后户均年增收4万－5万元。随着生产规模逐步扩

大，产业链、生态链不断延伸：鲜穗玉米真空打包出售，加工糯

玉米后的废料变宝，秸秆做成青储饲料供给养殖户，养殖场粪

便残渣又作为菌肥的原材料，发酵生成沼气提供新能源。前

来参观取经的人络绎不绝，合作社先后与20余家企业和1000

余家农户达成合作意向，订单已辐射黑龙江、内蒙古、辽宁等

25个省区，正在向国际市场挺进。

2022年，四平将在质量兴农、深化农村改革上寻求新突

破。深入开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壮大棚膜经

济，落实新型经营主体示范三年行动，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

模经营，加大新型经营主体政策项目扶持力度，落实“四区七

线百园”布局。重点建设梨树张氏集团棚膜综合体和伊通县

特种果品现代农业产业园等项目，建设梨树、伊通、双辽、铁西

万亩棚膜优势区，加快打造北方棚膜经济产业高地。推进产

业融合发展，创建双辽新立乡、梨树喇嘛甸镇国家产业强镇，

打造伊通新兴鹿乡特色小镇，推进东北农产品交易集散中心、

双辽牧原饲料、伊通金惠畜禽屠宰加工等项目建设，壮大梨树

蔬菜、耘垦肉鸡、吉春梅花鹿等全产业链经济，农产品加工业

产值实现200亿元。推进品牌农业成长，培育壮大“平地生香”

区域公用品牌体系，打造一批“乡字号”“土字号”特色产品品

牌，构建农产品母子品牌发展矩阵。

加速城乡融合——
“双辽模式”享誉全省；整治提升人

居环境；巩固“五清一绿两改”成果

四平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推动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全面提升，持续增加农民获得感、幸福感。美丽乡村迭代升

级，“双辽模式”享誉全省，“三变改革”方兴未艾，规模经营领

先全省，农村活力持续迸发，形成了点线面纵横交错、相互映

衬的美丽乡村建设格局。四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连续两

年在全省考核中获评一类市，双辽市在2021年全省农村人居

环境考核中获得全省第一。

全面落实《四平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实施

方案》，深入开展“五清两改一绿”村庄清洁行动，打造精品廊

道301公里，评选创建美丽庭院11700户、干净人家19600户，

完成户厕改造任务3500户。加强乡村教育，建立“大学区”对

口支援乡镇学校制度，各县（市）区共确定91个支援与受援结

对组。巩固农村医疗，共使用财政支持资金3223万元，完成全

市71所乡镇卫生院配置医疗设备需求，完成县级新冠肺炎救

治定点医院改造3所，改造县级后备定点医院3所，慢病签约

服务覆盖率达100%。

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幸福新农村。发展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四平市在全省率先消除了集体经济薄弱村，共选出

优秀典型村300个，建立驻村警务巡逻队755支、护村义务巡

防队452支、屯户联防小组4739个。深化“一村一警”建设，全

市755个行政村全部配齐农村辅警兼任村治保主任。培育农

村文明新风，共送各类演出20余场，送图书期刊6000多册，送

戏进校园进乡村4场，在农村放映公益电影5000多场；新推荐

梨树县为省级“文明村屯 干净人家”优秀县，梨树县梨树镇高

家村、双辽市卧虎镇获评省级文明村镇标兵，58个村镇获评省

级文明村镇。郭家店镇、八里庙村等一镇四村获评“第二批全

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

2022年，四平将在美丽乡村建设上寻求突破。强化生态

环境治理，巩固东辽河流域面源污染治理成果；实施节肥节药

行动计划，保持化肥农药减量施用势头；完善畜禽粪污和秸秆

资源化利用体系，打造清洁农业生态环境；巩固“五清一绿两

改”成果，打造美丽乡村精品廊道风景线，加快建设干净整洁

的秀美乡村；完善提升村屯保洁长效机制，加大督导检查和问

题整改力度。

争当全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两个排头兵”

的四平，咬定“建设现代化富美乡村”目标，奋力谱写农业农村

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四平农业综合机械化

水平逐年提高。李坤 摄

↓四平市棚膜经济蓬勃

发展。 李坤 航拍

农村人居环境焕然一新。李坤 摄

金秋十月喜获丰收。 李坤 摄

梨树县百万亩绿色食品玉米标准化基地。李坤 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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