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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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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齐连

片足有一人多高的玉米已进入蜡熟期，微风吹拂，

玉米轻摇，传递着丰收的希望。

2020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视察

时，专程到梨树县察看黑土层土质培养和玉米长

势。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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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可持续的观念看待黑土地保护与利用，协

调好“用地”与“养地”的辩证关系。几年来，吉林

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不断探索黑土地

保护的新技术、新方法、新模式、新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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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硬的趋势实现了逆转，绿色发展理念

逐渐深入人心。

多管齐下赋强能
推广应用见实效

“我这700多公顷地全部采用‘梨树模式’，土

壤通透性强，玉米抗旱抗涝，防病虫草害，1公顷地

能打粮2.4万斤，节约成本12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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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雨水大，产量却没受什么影响，真是保护性耕

作的功劳。

为了全力以赴保护好利用好“耕地中的大熊

猫”，2020年7月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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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了黑土

地保护管理机构，建立“田长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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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首创测土配方施肥

手机信息服务系统，确定了每年7月22日为“吉林

省黑土地保护日”。

2021年，梨树县率先打造“梨树模式”升级版，

建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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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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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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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措施保障方面，我省应用北斗卫星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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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今年，我省12亿元

保护性耕作补贴已提前拨付到各地，按照玉米秸

秆覆盖量60%以上、30%－60%、30%以下，划分为每

亩补贴不超过100元、80元和40元3个标准。”省

农业农村厅农机处副处长王雷说。

政策推动、法规约束、措施保障、舆论监

督……如今，黑土地保护已经形成全社会共

识。我省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每年新增1000万

亩以上，实现“三连增”“三跨越”。2022年，我省

优化提升“梨树模式”，推广保护性耕作面积达

到3283万亩，稳居全国首位，实现适宜区域全面

实施。

“黑土粮仓”科技会战
携手共建绿色发展

在辽源市东辽县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

研究所近1000亩示范基地内，玉米套种毛叶苕

子、荞麦等覆盖作物长势喜人，研究员在田间观测

并对其生长状况进行记录。

“针对坡耕地区跑水跑肥等特点，探索使用了

作物垄间覆盖栽培技术，有效减少水土流失，起到

固土培肥作用。”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

所研究员李向楠说。

20212021年年，，我省率先在东北四省区与中科院我省率先在东北四省区与中科院

签订框架协议签订框架协议，，全面实施全面实施““黑土粮仓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科技会战，，

在农安在农安、、梨树梨树、、镇赉建设镇赉建设33个万亩级核心示范基个万亩级核心示范基

地地，，同步推进同步推进3030个千亩级辐射示范基地个千亩级辐射示范基地，，形成形成

梯次跟进示范推广体系梯次跟进示范推广体系，，开展科技创新成果示开展科技创新成果示

范推广范推广。。

把科研人员论文写在大地上。依托强大科

研优势，我省加强跨学科、跨地区、跨部门协作，

建立了全国首家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

站，筹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以及省级重点实验

室、工程研究中心和东北黑土地研究院，连续举

办东北黑土地保护国际论坛，设立80余个黑土

地保护相关研究课题，实行任务发包、揭榜挂

帅、验收集成、保护奖惩等机制，设立黑土地保

护专项资金，启动重大科技专项，集中开展核心

技术攻关。

通过探索研究，我省构建起东部固土保肥、中

部提质增肥、西部改良培肥的保护路径，探索形成

了秸秆覆盖还田、深翻还田、碎混还田、米豆轮作、

水肥一体化等黑土地保护模式，切实把黑土地这

个“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

2021年，全省示范推广秸秆碎混还田近50万

亩，相当于过去3年的总和；秸秆深翻还田近100

万亩，比上年增加30%以上；采用米豆轮作技术

150万亩、盐碱耕地治理模式30万亩以上。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三农”工作寄予厚望，来吉林视察

时明确要求“充分发挥吉林农业的特色和优势，加快发展现代

农业，争当现代农业建设的排头兵”。全省上下始终牢记使命

担当，全面建设现代农业“三大体系”，使我省的农业现代化进

程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生产体系加速完善提升。稳定粮食产能。全省粮食总产

量达到807.84亿斤，增长率居全国前十大产粮省第1位，净增

量居全国第2位，储备调出量居全国第3位，单产居全国第4

位，总产量居全国第5位，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吉林贡

献。

夯实农业生产基础。加大粮食生产政策支撑，充分调动

地方政府抓粮和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粮食播种面积8000

万亩以上，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保护区7413.3

万亩。今春粮食播种面积目标8570万亩，比去年增加47.3万

亩，超过国家下达我省任务20万亩。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2021年全省年度新建高标准农

田504.17万亩，超额完成国家下达年度任务4.17万亩。全省

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4034万亩，占全省总播种面积47%。

加强农机装备建设。2021年底，全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率达到9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稳居全国

前列。

产业体系加速融合发展。重点产业蓬勃发展。农产品加

工业销售收入增长10%，农林牧渔业增速达到13年来最好水

平，对全省经济增长贡献率比上年增加2.5倍。“秸秆变肉”暨

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全面启动，乡村旅游、农村电商逆势增

长。

打造产业融合新载体。累计创建农村三产融合先导区6

个、乡村振兴战略试验区14个、产粮大县乡村振兴新动能培

育试验区6个、省级以上现代农业产业园41个、特色农产品优

势区26个、国家级产业强镇21个、省级示范农业产业化联合

体43个。

着力打造十大产业集群。立足全产业链发展，打造

玉米水稻、杂粮杂豆、生猪等十大产业集群。今年组织群

长单位谋划十大产业集群重点项目100个，目前已启动建

设86个。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创新发展订单农业，采取“公司+合

作社+农户”“保底收益+入股分红”等模式，形成比较稳固的购

销利益联结关系。

突出农业信息化引领。在全省9个市（州）和梅河口市开

展“吉农云”整村应用的“数字村”试点，已建成“数字村”示范

村13个。开展“吉农码”推广应用，推进智慧农业项目建设试

点，为农业生产与服务提供决策依据。

经营体系加速创新突破。新型经营主体加快培育。扎实

推进双阳区、九台区、东辽县、公主岭市、靖宇县等5个整县规

范提升试点，支持发展联合社，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促进农

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农民合作社发展到8.6万户。实施家

庭农场培育计划，家庭农场发展到7.7万户。

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加快推进以农业生产托管为主的

农业社会化服务业发展，持续推进梅河口等11个县（市、区）

扩大农业社会化服务机制创新试点。

加快推进MAP建设。完成选址和初步勘验MAP中心15

个，新建20个、累计达到35个。建设乡村服务站611个，覆盖

粮食主产县份20个，构建功能齐全、统筹联动、服务高效的现

代农业全产业链服务体系。

持续深化农村改革。全面启动农村“三变”改革，推进吉

林省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整合省级财政资金2000

万元，用于支持梨树县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试验，推进农村改

革试验区建设工作。

争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
本报记者 王伟

位于公主岭市刘房子街道的长春国

家农高区现代农业技术示范园里，中科

院、省农科院等20多家科研单位的工作

人员正忙着进行优质玉米品种数据采集

和分析研究。

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优质品种

科技创新、对种业企业大力扶持以及加

大对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监管等一

系列举措，正让我省种业振兴的步履更

为坚定与铿锵。

保护利用种质资源，搞好种业科技

创新。蛟河市庆岭镇农民吴连和种了

48年的老玉米品种有着成熟晚、口感黏

的特点。9月，吴连和的玉米刚成熟就

被吉林省农科院的专家当做“宝贝”买

走了。

近年来，我省一直开展种质资源收

集保护工作，先后组织 44个县（市、区）

开展普查与收集行动，组织13个县（市、

区）开展系统调查与抢救性收集工作，目

前已收集1902份，上交1448份。

保护好利用好种质资源，也是为了

更好地搞好种业科技创新，筑牢农业根

基。

目前，我省以省农科院为牵头单位，

联合全省近 40家科研院校、种业企业，

组建作物育种联盟，着力推进种业科技

创新工作，不仅开展了主要农作物新品

种测试和成果转化，还加强了品种试验

监管。对农业农村部批准创建的公主岭

市国家现代农业（种业）产业园和抚松县

国家现代农业（人参种业）产业园等，积

极加强园区硬件软件建设，努力打造种

业产业创新高地。

壮大种业企业，筑牢农业根基。在

吉林省鸿翔农业集团鸿翔种业有限公司

的制种田里，一穗穗玉米正在变成一颗

颗优质高产的种子。

近年来，我省种业企业得到了很好

的扶持。省政府制定出台《关于扶优做

强种业企业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6个

方面19条支持种业企业发展壮大的政策

措施。2022年利用种业发展基金为4家

种业企业融资0.48亿元，利用“强种贷”

项目为 24家种业企业融资 1.448 亿元。

目前，全省持有效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

业企业320余家，其中，育繁推一体化种

业企业7家。

做好保障工作，为种业振兴保驾护

航。近年来，我省不断提升制种供种保

障能力。对农业农村部认定的2个国家

级制种大县和1个国家级区域性良种繁

育基地，科学制定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

并利用国家奖补资金、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加

工能力。同时，认定 7个省级种子（苗）

繁育基地，投入 70万元提升制种条件。

2022年省级共设置新品种展示评价基地

10个、面积 1070余亩，安排玉米、水稻、

大豆等展示评价品种756个次，并举办常

规水稻新品种展示示范现场观摩活动，

推动新品种推广应用。

目前，我省种业企业制种面积稳定

在40万亩左右，能够满足全省主要农作

物种植需求。

良种在粮食增产中的贡献率达 45%

以上。“十四五”期间，我省将不断加大种

业科技创新投入力度，加快培育一批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新品种，大力

推进全省种业振兴工作。

作为全国重要商品粮生产
基 地 ，农 业 是 吉 林 省 最 大 优
势。习近平总书记五年三次视
察吉林，每次都高度关注农业，
提出“争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
兵，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把
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
保护好、利用好，使之永远造福
人民”等明确要求，为我省农业
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
重托，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
任扛在肩上 、抓在手上，实施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突
出抓好“良田、良种、良机、良
法”等关键环节，为国家多产
粮、产好粮，让中国人的饭碗里
多装吉林粮——十年来粮食产
量连续跨上 700 亿斤、800 亿斤
台阶，率先谋划国家粮食安全
产业带建设，主要农作物良种
覆盖率 100%，推动粮食耕种收
全程机械化，测土配方施肥实
现主要粮食作物全覆盖。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
重托，坚持把保护好利用好黑
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作
为重大政治任务，设立“吉林省
黑土地保护日”，在全国率先出
台了全面加强黑土地保护的实
施意见，全面打响“黑土地保卫
战 ”—— 大 面 积 推 广“ 梨 树 模
式”，率先启动实施“黑土粮仓”
科技会战，持续举办黑土地保
护利用国际论坛。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重
托，认真做好“粮头食尾、农头工
尾”这篇大文章，加快建设现代农
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
系，全力打造农产品加工业和食
品产业“十大产业集群”，大力实
施“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工
程，在争当“农业现代化排头兵”
方面交出了一份靓丽答卷。

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黑土
地上，吉林人正用行动走出一条
农业特色发展之路。在坚定不
移做大做强农业优势，率先实现
农业现代化，争当现代农业建设
排头兵的过程中，吉林人既从容
而又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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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推进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纪实

本报记者 闫虹瑾

要加强农业与科技融合，加强农业科
技创新，科研人员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让农民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要认真总结和推广“梨树模式”，采取有效
措施切实把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
猫”保护好、利用好，使之永远造福人民。

本报记者 孙翠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