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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交通厅：

二 十 项 举 措 破 解 企 业 发 展 难 题

新华社北京7月 24日电 7月 2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巴伊拉姆·贝

加伊，祝贺他就任阿尔巴尼亚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国同阿尔巴尼亚有

着深厚传统友谊。近年来，两国以共建

“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为平台，增进政治互信，加强政策沟通，

推进务实合作，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我高度重视中阿关系发展，愿同贝加伊

总统一道努力，深化两国各领域交往，

巩固互利合作成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

民。

习近平向阿尔巴尼亚新任总统贝加伊致贺电

（第四版）

钟华论：

回 答 时 代 课 题 照 亮 复 兴 征 程

本报讯（记者黄

鹭）近日，省委书记景

俊海主持召开省委常

委会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

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集中学习《求是》

杂志上发表的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文章《把

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

向深入，增强历史自

觉坚定文化自信》精

神，研究我省贯彻落

实举措。

会议指出，全省

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在新疆考察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结合吉

林实际，抓好贯彻落

实。要扎实做好民族

工作，坚持从政治上

把握民族关系、看待

民族问题，加强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教

育，引导各族群众树

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

史观。要扎实做好宗

教工作，坚持我国宗

教中国化方向，深入

开展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

理，有效促进宗教和

顺、社会和谐、民族和

睦。要扎实推进“文

化润疆”工程，持续夯

实民族团结、边疆稳

固的文化根基。要扎

实办好民生实事，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扎实开展高素质干

部培育，全面落实新

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加快实施吉林省党员

干部“铸魂赋能”工

程，紧扣振兴发展大

局打造过硬队伍、集

聚优秀人才。要扎实

推进对口援疆工作，

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

治疆方略，不断开创

我省对口援疆工作新局面。要扎实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

设，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根本方向，深化拓展党政军警民“五位

一体”合力治边机制，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把中国文

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精神，传

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在构建中国文化基因体系中贡献吉林力量。要进

一步加强研究利用，积极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科学建设一

批具有行业特点和地域特色的博物馆，发掘一批吉林文化标

志性符号，加快实施吉林文物全媒体传播计划，生动讲好吉林

故事、传播吉林声音。要进一步加强有效保护，实施文物平安

工程，加大文物保护工作力度。要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推动

与国外博物馆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博物馆之间的合

作，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要进一步加强工作保障，完善多元投

入机制，加强文物保护管理队伍等建设，为我省文物考古事业

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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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24日讯（记者黄鹭）今天，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两周年座谈会以视频形式召开。

省委书记景俊海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

要始终牢记嘱托，永葆感恩之心，激发奋进

力量，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方向

坚定前行，坚决扛起“新担当、新突破、新作

为”重大责任使命。省委副书记、省长韩俊，

省政协主席江泽林出席会议。

会上，省委组织部、省发改委、省农业农

村厅和长春市委、四平市委、中国一汽集团

主要负责同志发言。

景俊海指出，两年来，吉林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

“五化”闭环工作法抓落实，取得了丰硕成

果。这些成绩来之不易，根本在于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根本在于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

指引，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在吉林的落地转化。

景俊海强调，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

之年，更加需要我们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

记谆谆教诲，奋力开创吉林振兴发展新局

面。一要始终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

第一要务，全面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

展战略，发展“六新产业”、建设“四新设

施”。二要始终把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作为

关键抓手，持续深化改革开放、优化营商环

境。三要始终把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

重大任务，抓好黑土地保护，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

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四要始终把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作为基础工程，筑牢生态安全屏

障，加快推动绿色发展。五要始终把保障

改善民生作为根本目的，用心用情用力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持续增强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景俊海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刻领

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

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要深入实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教育培训计划，抓好宣传阐释和

督查督导，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入脑入

心、忠实践行。要扎实开展“基层建设年”活

动，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大力培树“严新

细实”优良新风，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实在

在成效。

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副省长，省政府秘书长；省直有关部门，

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和

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各会场参会。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两周年座谈会召开

始终牢记嘱托 永葆感恩之心 激发奋进力量
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方向坚定前行

景俊海主持并讲话 韩俊江泽林出席

七月盛夏，走进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绿色食

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核心示范区，一

望无际的玉米抽雄吐丝，经过雨水的浇灌更显

青翠茁壮，广袤的黑土地焕发着盎然生机。

2020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

视察时，专程到梨树县察看黑土层土质培养

和玉米长势。他语重心长地说：“东北是世界

三大黑土区之一，是‘黄金玉米带’‘大豆之

乡’，黑土高产丰产同时也面临着土地肥力透

支的问题。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黑土

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留给子孙后代。梨

树模式值得总结和推广。”

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和鼓励，让梨树县

坚定了信心、增添了力量。两年来，梨树县不

负总书记嘱托，努力出经验、蹚路子、走在前、

做表率，黑土地保护利用取得骄人成绩。2021

年，梨树示范基地玉米亩产达到1077公斤，

创东北地区高产纪录。2022年，我省优化提

升“梨树模式”，46个县（市、区）推广保护性

耕作面积达到3283万亩，稳居全国首位。

“梨树模式”提档升级 耕地质量显

著提升

“两年来，黑土地保护已经形成全社会共

识。‘梨树模式’由2020年在全县推广150万

亩，到2021年232万亩，再到今年280万亩，

一年一个新台阶，实现跨越式发展。”梨树县

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王贵满自豪地说。

作为全国粮食生产五强县之一的梨树

县，正是黑土地保护利用的试验田。2021年，

梨树县率先打造“梨树模式”升级版，以农民

专业合作社或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为实

施主体，打破农户间土地界限，以300公顷土

地相对集中连片为一个单元，全程机械化操

作，最大限度发挥农机具作用，整县推进实施

“梨树模式”。

“通过建设现代农业生产单元，形成以合

作社为主体，政府主导，粮贸、金融、农业专业

化服务组织为一体的生产格局，做到规模连

片、规范行距、智慧种植、产销统筹，率先实现

现代农业标准化、机制化、信息化和契约化。”

王贵满介绍，去年全县完成了14个单元建

设，今年计划达到22个单元建设。

从2007年到2022年，从对黑土地保护与

利用的攻关探索到面向全国推广，如今，“梨

树模式”已成为防风固土、培肥地力、抗旱保

墒、节本增效的综合代名词，积淀了渐渐“黑”

起来的农田和越来越多的农民受益者。

“我这700多公顷地全部采用‘梨树模

式’，秸秆粉碎烂了之后地不干，通透性好，抗

倒性强，防病虫草害，1公顷地能打粮2.4万

斤，节约成本1200元。”谈及过去，梨树县康

平街道八里庙村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社

长卢伟望着垄间腐烂的秸秆，脚踩松软的黑

土地感慨道，以前这地硬邦邦的，用手抠到两

厘米都费劲，现在根系都能扎到1.5米了，一

铲子下去，还能看到好多蚯蚓。

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就是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两年来，我省成立了由省委书记、省

长任双组长的黑土地保护领导小组，颁布实

施了全国首部黑土地保护地方性法规，制定

了全国第一个保护性耕作技术规范，设立了

全国首家黑土地保护院士工作站，确定了每

年7月22日为“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日”，连续

举办七届“梨树黑土地论坛”，全力以赴保护

“耕地中的大熊猫”。

农机农艺高效融合 黑土粮仓永续利用

从黑土地保护谈到科技兴农，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农业现代化关键要靠科技现代

化，要加强农业与科技融合，加强农业基地和

科研院所的合作，专家学者要把论文真正写

在大地上，让农民掌握先进农业技术，用最好

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方向，两年来，

“梨树模式”不断创新农业科技研发应用模

式，以科技为支撑，率先在东北黑土区实现了

秸秆全覆盖技术“国产化”、免耕播种机具“中

国化”、耕作技术推广“系统化”。

2021年，梨树县与中科院合作，高质量完

成了万亩“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梨树示范区建

设任务；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开展了“百名

硕博进百家合作社”行动；成立了梨树县农科

院，围绕种子、农机、农技进行科技攻关，持续

提升“梨树模式”的创新性、示范性、引领性。

今年，“梨树模式”在原有玉米秸秆覆盖

免耕、玉米秸秆覆盖条带旋耕、玉米秸秆覆盖

原垄种植和玉米秸秆高留茬垄侧栽培4种保

护性耕作模式基础上，结合“秸秆变肉”工程，

融入秸秆科学离田和粪肥堆沤还田模式，打

造了更加节本增效的“4+2梨树模式”升级版。

“过去农民种一季玉米，地要反复整、压

4次，加上大量使用化肥和掠夺性开发，破坏

了黑土层结构。”王贵满说，今年，他们与中国

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站研发生产出一款在

秸秆覆盖地表条件下完成施肥、播种、覆土、

镇压等多工序一次作业的新型免耕播种机，

在保护性耕作关键机具上实现了重大突破。

走进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大院，一

排排现代化大型农机具引人注目。“这是玉米

联合收割机，能一次性完成玉米摘穗、剥皮、

收集装车；这是无人植保机，用来除草和田间

防虫……”卢伟指着自家“宝贝”对记者逐一

介绍，这60台套农机具覆盖玉米从种到收各

个环节，实现全程机械化。打开手机，指尖轻

触，卢伟调出了一幅新型免耕播种机春耕作

业轨迹图，对记者说：“有了这张图，待到秋收

时节，农机就能按照春耕时的轨迹收割玉米

了。”在合作社驻点开展科研的中国农业大学

科研人员为农机安装了无人驾驶系统，具有

精准播种、自动收割等多项功能，实现远程遥

控。

两年来，我省启动了农业机械化智慧云

平台保护性耕作作业监测，免耕播种机安装

实时监测设备并同步上传，固化保护性耕作

地理坐标，实现全省统一管理。目前，全省免

耕播种机保有量达到3.5万台。

“现在农业发展模式逐步从‘机械化’过

渡到‘智能化’，变成‘智慧农业’‘指尖农业’，

新农民动动手指就可以完成生产活动。”王贵

满信心满满地说。

记者手记：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黑土地是

保障粮食安全的“饭碗田”。

两年来，梨树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

嘱托，不断增加黑土地保护利用的科技含量，

推进农业生产机械化、集约化、规模化、标准

化，黑土层变薄、变瘦、变硬趋势实现了逆转。

我们欣喜地看到，秸秆全部还田地块，每

平方米蚯蚓数量约60至100条，是常规耕作

的十多倍。秸秆覆盖在地表，减少水分蒸发和

升腾，相当于增加40至50毫米降水，平均可

减少土壤流失80%左右，每公顷可减少风蚀

量800多吨，节约成本约1000至1400元，平

均增加产量5%至10%。

从“南粮北调”到“北粮南运”，我省作为

国家粮食主产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肩负

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责任。怎样用可

持续的观念来看待黑土地保护与利用，协调

好“用地”与“养地”的辩证关系，“梨树模式”

为我国黑土地保护贡献了“吉林方案”。

两年来，梨树县在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发展道路上
持续优化提升，努力出经验、蹚路子、走在前、做表率，实现跨越式发展——

奋力推进“梨树模式”提档升级
本报记者 闫虹瑾

7月24日，为期十天的第

19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

览会落下帷幕。本届长春汽博

会以“美好出行”为主题，参展

品牌共计 155 个，展出车辆

1330台，累计销售车辆3万余

台，交易额63.33亿元，总参观

人数达61.8万人。这是在汽

博会现场展出的红旗新能源车

型（7月22日摄）。

新华社记者 张楠 摄

第19届长春汽博会闭幕
成 交 额 突 破 60 亿 元

东亚杯第二轮中国男足选拔队战平日本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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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新增猴痘病例 专家称猴痘病毒多次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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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个科学实验舱发射成功

“ 问 天 ” 踏 上 问 天 之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