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是我省的最大优势，是全省振兴发

展的根基。近年来，我省粮食产量连续跨上

700亿斤、800亿斤两个大台阶，以占全国2%

的国土面积贡献了5.92%的全国粮食产量，

粮食单产、人均占有量、商品量、调出量连续

多年占全国前列，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

重要“压舱石”。

据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2022年，

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816.16亿斤，连续两

年超过800亿斤，比上年增加8.32亿斤，净

增量居东北三省第一位。全省粮食单产

940.52斤/亩，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1.58%，

在全国粮食主产省份中位列第一。

藏粮于地

夯实粮食安全之基

作为全国粮食主产区和粮食净调出省

份，我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坚决实施

“藏粮于地”战略，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建设高

标准农田和黑土地保护力度，为全年粮食大

丰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寒冬时节，行进在梨树县乡间，道路两

旁，收割完玉米被秸秆覆盖的黑土地一望无

际。走进梨树县白山乡达利农业机械农民

专业合作社，映入眼帘的是满院金灿灿的

“粮垛子”和检修维护后排列整齐的大型农

机具。

“同传统耕作模式相比，玉米秸秆免耕

种植技术不仅能解决秸秆问题，还能减少农

药、化肥投入，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起到蓄

水保墒、培肥地力的效果，长出来的玉米叶

片宽大、秸秆粗壮。”合作社理事长董雅丽望

着垄间腐烂的秸秆，脚踩松软的黑土地感慨

道，得益于“梨树模式”，玉米每公顷产量从

1.8万斤增加到现在2.3万斤以上，一亩地

能增产近20%，一年比一年好呀！

2022年，梨树县持续打造现代农业生

产单元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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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县推进实施黑

土地“梨树模式”。

为确保黑土地资源永续利用，我省深入

实施“黑土粮仓”科技会战，与中科院签订框

架协议，开展黑土地退化阻控等150个课题

研究，建设3个万亩级、30个千亩级示范基

地。在西部示范推广盐碱地治理与高效利

用等相关技术20万亩。强化保障体系建

设，成立粮食安全暨黑土地保护工作领导小

组，颁布《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先后制

定出台全省黑土地保护总体规划、实施意

见、考核评价办法、督察办法等，构建起较为

完备的工作推进体系。

“在全省46个县推广‘梨树模式’基础

上，进一步拓展保护性耕作模式，初步构建

了东部固土保肥、中部提质增肥、西部改良

培肥等保护路径，探索形成了秸秆覆盖还

田、深翻还田、碎混还田等十大黑土地保护

模式，并在不同区域、因地制宜加大示范推

广力度。”省农业农村厅黑土地保护管理处

处长刘彦佐说。

在保护黑土地的同时，我省还以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区、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

产品保护区和大中型灌区为重点，围绕

“田、土、水、路、林、电、技、管”8个方面，因

地制宜分区施策，在长白山林农区、东部低

山丘陵区、中部台地平原区、西部冲积平原

区，打造10个建设规模15万亩，亩均投资

标准达到3500元以上的“绿色生态型”“浅

山宜机型”“智慧高产型”“节水高效型”高

标准农田示范区，引领全省高标准农田建

设提档升级，真正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

产、生态友好。

2022年，全省实施保护性耕作面积达

到3283万亩，是2012年的14.2倍，稳居全

国第一位；新建高标准农田550万亩，创历

史新高。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4400万亩，

占全省永久基本农田的53%。

藏粮于技

促进农业高质高效

农机农艺结合，良种良法配套。为促进

粮食生产高质高效，2022年，全省围绕粮食

生产目标，持续强化“藏粮于技”，狠抓科技

支撑和防灾减灾，公开发布了主推技术58

项、主导品种120个，绿色高质高效行动示

范县实现产粮大县全覆盖，农作物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水平达到93%，主要农作物良种覆

盖率100%，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达到45%，努

力让农民用更好的技术种出更好的粮食。

现在正值种子加工生产旺季，在公主岭

市吉农高新种子加工车间内，三条玉米种子

加工线正在加班加点工作，每天加工50万

斤玉米种子，为今年粮食增产提供了有力品

种支撑。

“这些种子都是由省农科院自主研发的

新品种，抗性好、产量高、密植好。”吉林吉农

高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仓储加工部部

长臧宏图自信满满地说，这条加工线是目前

东北三省甚至国内最先进的一条线，选出的

玉米种子籽粒饱满，包衣效果达到市场上的

最高水平。

作为制种大省也是用种大省，我省高

度重视现代种业发展，不断夯实种业发展

基础，提高种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推进

种业振兴，确保良种供应安全。全省先后

创建2个国家级现代种业产业园、2个国

家级制种大县、1个国家级区域性良种繁

育基地，认定 7 个省级种子（苗）繁育基

地，科研院校和企业在海南建立近6000亩

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全力保障育制种工作

开展。

“每年种业企业在省内和省外建立制种

面积近40万亩，生产加工种子近4亿斤，有

效满足了全省农业生产用种需求。”省农业

农村厅种业管理处处长郑清说，2022年审

定通过完成试验程序的主要农作物新品种

达到269个。

与此同时，2022年我省还在抗灾保产

量上下功夫，积极应对春季局地阶段性干

旱、大风冰雹、低温寡照、强降雨等灾害性天

气影响，省农业农村厅派出“干部+专家”模

式的技术包保指导组、成立15个驻县排涝

指导小分队，全省派出技术指导人员19.2

万人次，排出田间积水277.86万亩，喷施速

效肥料和植物生长调节剂225.91万亩，最

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有效确保了作物安全

成熟。

“为加强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监测防控，

我省积极开展重大病虫害飞防作业5053万

亩次、绿色防控面积4721万亩，成功实现

‘虫口夺粮’。”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

处长王永煜说。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总产816.16亿斤背后的丰收“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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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金欣 记者毕玮琳）近

年来，梨树县农业发展脚步逐步加快，

助推了养殖业发展，粪污存储与转化

也成为亟需突破的难题。为严格规范

养殖业畜禽粪污收集处理，遏制偷排

乱放行为，解决养殖业发展带来的粪

污问题，梨树县积极探索粪污收集、处

理、运输、还田的创新体系，粪污消纳

及利用效果显著。昔日令人头疼的粪

污，今朝已变成增产提效的粪肥。

在“秸秆变肉”工程的推动下，梨

树镇前房身村养牛户增加到170户，

牛存栏量由原来的2000多头突飞猛

进发展到现在7000余头。“我们村这

一年牛粪污日产量达到每天 200多

吨，一边要发展养殖，一边要环境整

治，压力特别大……”提起粪污处理与

人居环境的不相容问题，梨树县梨树

镇前房身村党支部书记赵金峰感慨万

分。

为解决粪污处理难题，前房身村

制定了《前房身村畜禽粪污村民自治

规范化管理制度》，为养殖户提供粪污

堆沤场，对畜禽粪污进行集中堆沤管

理。对于没有地方卸牛粪的养殖户，

每头牛每年自愿交纳管理费30元，用

于铺设通往堆沤点道路及日常管理费

用，管理费用不足部分由村委会补

齐。有位置卸牛粪的养殖户，自行将

粪污送至田间地头，不允许乱扔。一

个月内，共收取2100头牛的管理费

6.3万元。至此，前房身村的粪污处

理难题得到妥善解决，养殖发展与人

居环境同步向好。

前房身村探索出来的畜禽粪污治

理新路子，是梨树县实施畜禽粪污治

理的一个缩影。在大力发展养殖业的

筹备期，梨树县就未雨绸缪结合县域

实际情况制定了畜禽粪污收储制度，

决定以村为单位建设畜禽粪污堆沤

场，每个村屯设置畜禽粪污堆沤点，要求每个粪污堆沤点做到

防渗漏、防溢出，粪污堆沤点不小于100平方米，堆沤场不小

于1000平方米，远离村屯，铺设硬化路面，方便养殖户倾倒畜

禽粪污，保证养殖户在雨雪天气正常通行。

梨树县坚持把绿色兴农作为农业发展的主基调，不断

提高土壤基础地力、改善农产品品质，发展更加优质、高

效、绿色、环保的可持续现代农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打下坚

实基础。

梨树县行政执法局局长宋国春表示，由于梨树县养殖业

的快速发展，他们按照县委、县政府提出的绿色、生态、环保的

理念，在县域内建设粪污收容发酵场地3069个，粪污经过堆

沤发酵处理后利用抛粪机还田，改善土壤结构、提升耕地地

力、降低种植成本，每公顷土地粪污还田量不少于20立方米，

还对每公顷补贴600元。如今，这些优质肥料成为春耕时节

农民种地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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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丽华是白山市抚松县兴参镇兴参村的村民，近年来，

在抚松县科技部门的指导帮助下，在村集体的大力支持下，

她白手起家，依靠勤劳和科技致富，带领村民增加收入。从

最初的年收入不足万元到今天的年纯收入几十万元，这使

丁丽华深深地认识到：科技是农民打开致富大门的金钥匙，

科技就是财富，科技就是小康。

丁丽华创业之初是发展人参种植，并没有成功。1993

年起开始学习和钻研林蛙的生活习性，开启了林蛙养殖的

创业之路。去书店买林蛙养殖技术资料，向有经验的农户

请教，调整思路，加强管理，扩大了产业基地。经过不断的

努力，林蛙养殖的质量和产量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2011年收入7万元，终于赚到了“第一桶金”。2022年收入

达到30万元，她将目标又放在了新的创业路上，坚定了再次

创业的信心。

一个善于学习的人总是能更快地发现新机遇。林蛙养

殖技术成熟稳定后，在抚松县农民科技教育中心的指导下，

通过课堂学习，接受专家、教授的理论培训，跟随班级组织

的辽宁、吉林等药材基地的参观实训，发现了药材种植的优

势品种——黄精。2016年，丁丽华又创建了黄精药材生产

基地，种植面积200多亩，还带动10多户村民奔小康。

最初因不懂黄精除草技术，采用人工除草，费工又费

时。为了破解难题，丁丽华在自家地里开始了小面积试

验化学除草，开始因为不懂除草药剂成分，一次次除草试

验失败，总是让黄精苗全军覆没。经过4年的时间，终于

琢磨研究出一套不伤苗的苗后除草剂方案，至今已推广

到了周边7个乡镇及3个县市区。经过4年的研究，熟练

掌握了无公害种植黄精的技术，利用低残农药，合理补充

钙、镁、锌、硼等微量元素，产品经检测化验达到绿色标

准，让黄精药效更纯正，2020年终于种出优质的黄精。在

本村就带动了10多户村民一起种植，解决了40多人的就

业问题。

黄精种植技术逐步成熟后，丁丽华把眼光放在了方兴

未艾的白藓皮种植上。随着产业的发展，丁丽华也更加感

觉到自己知识的匮乏，闲余时间都用来查资料学习、跑基地

参观、与种植户们交流、找老师咨询……拼搏不息的精神，

谱写了丁丽华带领村民增收致富的动人篇章。

在科技致富中彰显“巾帼风采”
——记抚松县兴参村特色种植养殖户丁丽华

本被记者 冯超

本报讯（李承儒 记者任胜章）近年来，临江市闹枝镇集

中精力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特色产业发展增效、村级集

体经济提升三场硬仗，先后完成三个村落省级“千村示范”

创建验收工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攻坚克难，美丽乡村展新颜。镇村干部通过调研考察、

研讨座谈、现场研究、专题部署等方式，统一思想，锚定目

标，全力以赴投入到环境整治攻坚工作中来，在辖区村屯掀

起环境整治热潮，彻底解决了镇区老大难问题。镇村工作

人员定期下沉清理河道、公路沿线，清理小广告，栽花种

树。同时，还发挥积分超市引领作用，积极打造“美丽庭院”

“干净人家”，绿化美化工作“自内向外”持续推进。

夯实基础，特色产业带民富。以“特色主导产业强镇”

为目标，重点打造食用菌、甜玉米、贝母等特色种植业，培育

了红羽鸡、肉牛等特色畜牧业，推动了大煎饼、粘火勺等特

色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不断拓展产品销售渠道，变线下销

售为主为线下线上同步发力，成效初显。建设甜玉米、食用

菌示范基地2个，创建嘿猫耳、双收、村姑等农产品品牌5

个，获得黑木耳农产品地理标志1个。

提质增效，集体经济创佳绩。坚持因村施策、分类指导，

形成了以光伏产业为主，食用菌、肉牛养殖、乡村旅游等产业

融合发展的集体经济发展新格局。2022年，全镇有4个村新

上屋顶光伏项目307千瓦，预计年增收14万元。与此同时，

积极探索“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筹资90万元在义和村

创办了肉牛养殖合作社。多元化的产业发展模式，为闹枝镇

乡村振兴增添了发展动能，据了解，2022年全镇村级集体经

济总收入达160万元，超过30万元的村占比50%。

临江市闹枝镇：

改善人居环境 发展特色产业

本报讯（记者王伟）正值寒冬时节，地处白城市洮北区的

吉林省德信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内却是热火朝天，机器轰鸣，焊

花飞溅，工人们正按照预定工期抓紧施工，确保育种牛舍按期

投入使用。

为贯彻落实我省“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的决

策部署，加快肉牛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做大做强肉牛产业，

多方位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白城市洮北区政府以项目为载体，大力支持

德信公司核心育种场暨年产700万剂肉牛冻精项目建设。同

时，利用整合资金700万元，与德信公司合作实施肉牛养殖

（育种牛舍）建设项目和肉牛冻精补贴项目。

据德信公司项目负责人赵旭东介绍，他们利用乡村振兴

衔接资金，新建牛舍2栋及配套设施，占地3200平方米，目前

项目主体已完工，建成后种母牛将达到700头。公司每年向

洮北区政府缴纳租金30万元，用于全区脱贫户、监测户收入

保障，期限为20年。

同时，洮北区政府投入整合资金110万元，采购德信优质

肉牛冻精1万支，为全区476个肉牛养殖（场）户提供补贴，依

据基础母牛数量，共5700余头，按照每头基础母牛2剂免费使

用。通过项目实施，加大肉牛良种繁育技术应用的范围，加快

推进肉牛良种化进程，改善和提高肉牛品种质量，增加肉牛养

殖户收入。

白城市洮北区：推进肉牛良种化进程

扎实推进河流环境源头治理

本报讯（单莹）德惠市全面实施河长制以来，牢记“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抓住“污染在水中，根源在岸

上”的治理思路，以项目为支撑，全面开展污染源源头治理工

作，域内河流断面水质不断巩固提升。

他们根据区域污水排放量，先后投资3.38亿元，建设3座

污水处理厂、3座乡镇污水处理站和16座污水收集池，镇区生

活污水得到有效治理。已完成农厕改造5万余户，从源头减

少了污水入河。投资1.4亿元，完成605个规模养殖场粪污收

集处理设施、322个散粪收集池，4家有机肥“微工厂”，3个有

机肥厂，实现畜禽粪污收集全覆盖及资源化利用。

综合解决垃圾处理。他们建立以乡镇、街为基础的资源

回收利用体系。全市农村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引进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实现生活垃圾100%无害化处理。

开展答题活动 促进廉洁从政

本报讯（姚剑）为推进常态化纪法教育，日前，通榆县供销

联社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参与纪律知识网络答题活动。

本次答题活动以“知识答题活动”为载体，坚持政治引领，

突出分类施教，强化案例警示，推动党员干部深入开展纪法教

育活动，不断增强党员干部法治意识、党规意识、制度意识、纪

律意识，促进依法履职、廉洁从政。

梨树县持续打造现代农业生产单元建设，以300公顷土地相对集中连片为一个单元，全

程机械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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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收割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