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谆谆嘱托言犹在耳，壮美蓝图催人奋进。

盛夏七月，四平大地再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热潮。几

年来，四平市广大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

殷嘱托，切实把总书记亲切关怀和科学指引，转

化为加快推动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强大动力，

用新担当、新突破、新作为向总书记汇报，向全市

人民交出优异答卷。

打响打响““黑土粮仓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科技会战——

黑土地保护全面提档升级

四平市坚决扛牢农业大市使命担当，深入实

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聚焦解决黑土地

“变薄”“变瘦”“变硬”问题，先行先试、大胆探

索，扎实推进黑土地保护利用并取得重大进展，

呈现出了“一提档、三首创、两增加”的特点。“一

提档”：黑土地保护利用全面提档，全域打响“黑

土粮仓”科技会战。“三首创”：制定出台《四平市

黑土地保护条例》，开创我国黑土地保护地级市

立法先河；现代农业生产单元全省首创，通过现

代农业、规模经营耦合发力，实现生产效益、生

态效益最大化；“田长制”全省首创，率先实现

乡、镇、村、屯全覆盖，实现耕地保护网格化监

管。“两增加”：黑土地保护“梨树模式”推广面积

由2021年的 493.3万亩，发展到2022年的 570

万亩，今年达到580万亩；2022年粮食总产量达

到93.49亿斤，较2018年增加6.64亿斤，增长

7.64%，粮食生产实现“十九连丰”。黑土地保护

经验做法得到国务院大督查通报表扬。

坚持高位推进。成立了由党委、政府主要

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有关部门参与

的四平市粮食安全工作暨黑土地保护工作领导

小组，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参与、上下联动、齐抓

共管的工作格局。

强化科学谋划。高标准编制《四平市黑土

地保护总体规划（2021—2025）》，制定《关于推

进四平市黑土地保护利用综合示范区建设的实

施意见》等，确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黑土地

保护利用工作目标和实施路径。

强化激励担当。制定《黑土地保护专项监

督考核工作方案》，将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列

为乡村振兴和干部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大力

选拔任用在工作中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的基层

干部。

强化监督保障。在全省率先开展黑土地保

护利用专项监督工作，打造升级版黑土地保护

利用专项监督“四平方案”，构建起省、市、县、乡

四级纪委齐抓共管的“大监督”格局，释放“黑土

地保护红线不容触碰”的强烈信号。

坚持模式创新，系统集成。四平打造“梨树

模式”升级版，以秸秆覆盖还田为核心，以土地

规模经营为前提，以现代农机装备为支撑，构建

黑土地可持续利用综合治理体系。

创新技术体系。全域探索“梨树模式”有效

形式，依据不同生产区域、不同气候类型和土壤

条件，创新形成了秸秆均匀覆盖免耕、秸秆条带

覆盖免耕、秸秆覆盖条带旋耕、高留茬垄侧栽

培、秸秆深翻还田、秸秆科学离田、粪肥堆沤还

田“4＋X”模式，实现全域不同土壤类型广覆盖，

带动吉林省推广保护性耕作面积3000万亩以

上，“梨树模式”已成为东北地区适宜区域的农

业主流耕作技术。

创新组织形式。在推广“梨树模式”基础

上，建设现代农业生产单元23个，耕地面积1万

公顷以上，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

经营主体为重点，以300公顷土地相对集中连

片为一个实施单元，打破农户间土地界限，规范

行距，利用导航作业，率先实现现代农业的标准

化、机制化、信息化。

综合施策，协同高效。四平通过良技良法

配套、工程农艺结合、生产生态兼顾等措施，抓

实黑土地保护“三大板块”建设，全面创建黑土

地保护示范区。

夯实基础设施板块。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

农田480.8万亩，占全市耕地面积的47.3%。建

立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点109个、耕地质量

调查评价点1103个，实现了监测网络全覆盖。

完成了“三区三线”划定工作，划定永久基本农

田 775.08 万 亩（控 制 量），占 全 部 耕 地 的

75.2%。设置市、县、乡、村四级田长852名，网

格监管人员2608名，设立田长制公示牌824个，

全省唯一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落户四平。

提升耕地质量板块。2022年，全市实施保

护性耕作面积570万亩，比上年增加77万亩，超

省定计划任务55万亩，基本做到了适宜区域全

覆盖。落实养分调控技术2021.7万亩次，测土

配方施肥基本做到全覆盖。

保护黑土地环境板块。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有序推进，全市已建成畜禽粪污区域处理中

心17个、村（屯）畜禽粪污收集点1544个，配置

畜禽粪污运输车辆273台（套），795家畜禽规模

养殖场均配套建设储粪池、储尿池等粪污储存

处理设施，并投入运营，全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收储运体系基本形成。秸秆“五化”综合利用

有序开展。秸秆全域禁烧和科学离田力度加

大，全年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5%以上。

坚持创新载体，引领发展。四平持续锻造

黑土地保护农机、科研、展销“三个平台”，为黑

土地保护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建立高质量产业

平台：建设中国黑土地保护农机产业创新示范

基地，为国家黑土地保护利用提供整体配套方

案；构建高层级交流平台：连续8年举办“梨树

黑土地论坛”，规格屡创新高；构建高水平展会

平台：加强黑土地保护利用与农业机械化协同

发展，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北方（四平）农机展销

会，销售农机3400多台（套），销售额2.72亿元。

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支撑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支撑——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增效

四平市深入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增

效等专项行动，打出“示范创建、服务提升、政策

扶持”组合拳，成功打造土地托管、带地入社、数

字农业等典型模式，为全市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经

营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为现代农业建设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

制定出台方案意见。为推动全市农民合作

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新的跨

越式、高质量发展，四平紧密结合本地实际，先

后制定出台了《四平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质量

提升三年行动实施意见》《四平市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提质增效行动实施方案》，明确了目标任务

和具体措施，健全完善了工作考核机制，确保了

全市培育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工作有组织、

有领导、有计划推进开展。截至2022年年末，

全市适度规模经营比重达到62.9%，农民合作社

发展到7329个。

积极探索服务提升。落实中央和省相关项

目扶持政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为市本级

区级以上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主

体提供记账及政策咨询等服务，努力提升规范

化管理能力和水平；全面落实“一乡两名、一村

一名”专职辅导员制度，帮助指导农民合作社、

家庭农场做好章程制定、社务公开、组织机构建

设、规范化管理和项目申报等工作，积极为经营

主体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建立全市农民合作

社示范社和示范家庭农场基础数据信息库，实

行动态更新、统一集中管理，确保为新型主体信

用体系建设提供准确信息，同时为实施精准指

导服务奠定基础。

认真落实政策扶持。各级财政和农业农村

部门，充分发挥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的

支持引导作用，采取贷款贴息、以奖代补、先建

后补等方式，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政策资

金扶持，同时各类涉农项目资金也向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倾斜。近两年来，全市共落实“扶持资

金”8327万元，极大地缓解了经营主体生产发展

资金短缺问题，助推了经营主体逐步做大做优

做强。

持续开展示范创建。2020年以来，全市先

后组织开展了三次示范社和示范家庭农场联创

活动，目前全市各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和示范

家庭农场总量，分别达到635个和498个，占全

市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总数的 8.66%和

10.2%。同时，四平市还注重选树先进典型，先

后组织开展了“十佳”“50强”“省级百强社”评

选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先进典型事迹和发

展经验，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树立了

可学可比的标杆和榜样。

扎实推进试验改革。梨树县作为全国农村

改革试验区，认真按照国家改革实施方案的总

体要求，紧密结合本县实际，扎实推进各项试验

改革工作。为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该

县在农业生产全程托管、社会化服务、人才培养

引进等方面，创新性地提出了14项改革实验内

容，县直各相关部门联合形成了8个具体工作

方案，扎实推进各项改革措施深入实施。2022

年，该县通过试验区改革工作，积极搭建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与金融部门对接平台，实现639家

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与金融部门成功对

接，经营主体共获得信贷融资3.93亿元，缓解

了生产发展资金短缺问题，为经营主体大发展、

快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打造全国红色地标城市

四平市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通过“四路

并举”（深化史实研究阐释、系统化开展教育培

训、用好用活红色教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的

方式，擦亮“四战四平”红色党性教育品牌，倾力

打造全国红色地标城市，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赓续红色血脉，走好“铸魂”之路。为使传

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载体更加丰富，四

平成立了“四战四平史研究基地”，前往吉林、沈

阳、锦州等地广泛搜集四战四平相关史料，编辑

《四战四平》资料丛书，成为东北解放战争系列

丛书。以四战四平史研究为主题，征集红色文

化课题53项，其中40项被确立为市社科规划项

目。先后组织召开“凝练四战四平精神表述语”

座谈会、四平党史有关史实座谈会、解放战争暨

“四战四平”学术研讨会、“讲好党的故事·弘扬

新时代‘四战四平’精神”理论研讨会等，通过认

真梳理归纳、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论证，最

终确定了“听党指挥、敢于胜利、植根人民、一往

无前”的四战四平精神表述语。四战四平精神

的确立，既全面反映了四平战役波澜壮阔的历

史，也为“英雄城”人民传承红色基因凝聚了“英

雄魂”。

弘扬红色文化，走好“植根”之路。为更好

地用四战四平精神教育激励后人，筹建成立了

四平干部学院，2022年学院通过中组部验收，成

为吉林省具备域外培训资质的两家干部学院之

一（另外一家是杨靖宇干部学院）。开发了专题

教学+现场教学+访谈教学+体验教学+情景教

学+影像教学“六位一体”的课程体系，打造了师

资和服务保障“两个联盟”，为开展红色教育培

训奠定了坚实基础。3年来，通过举办全市党员

干部党史教育大轮训、“红色引领、思想铸魂”暨

四战四平史党性教育专题研修班、“四战四平”

史专题轮训、“长平一体化”红色文化交流互鉴

活动等，培训域内外党员干部15万人次，四战

四平精神更加深入人心。今年，四平又谋划设

计了“红色铸魂、引领发展”行动，通过实施立心

铸魂、道德培育、以文化人、文明提升“四项工

程”，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新

时代的精神动力，为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四平贡献力量。

传承红色基因，走好“固基”之路。为更好

地保护利用红色资源，编制了《四平市红色旅游

发展规划（2021-2035年）》，制定了《关于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四平重要指示精神、打造

红色地标城市的实施方案》，明确了“馆城一体、

山城协同、一路贯通”的总体发展格局和打造全

国红色地标城市的具体步骤，推进红色文化与

干部教育、旅游发展有机融合。出台《四平市革

命历史类纪念设施、遗址和爱国主义联席会议

制度》《四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管理办法》《关

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安全和保护利用的实施意

见》等制度性文件，加强各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建设管理和历史文物设施保护利用。统筹开发

和提升改造四平战役纪念馆、四平烈士陵园、四

平保卫战塔子山战斗遗址、旗帜广场等12处红

色教育基地，其中四平战役纪念馆提升改造项

目投资1400余万元，目前已全面竣工，近期接

受省里验收后即可向公众开放。

发扬红色传统，走好“共情”之路。为更好

地宣传弘扬四战四平精神，成立了四战四平史

宣讲团、模范人物宣讲团和“五老”宣讲团，编写

10篇党史题材和27篇典型人物宣讲提纲，举办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红色传人讲红

色故事”“模范人物讲奋斗故事”等专题宣讲活

动1200余场，使红色历史家喻户晓。拍摄推出

“四战四平云讲解”“烈士陵园云讲解”“大鹰哥

话四平”等红色系列短视频，点击量近1000万

次。组织编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四平纪实》

《100个红色故事》《四战四平史简明读本》《四

战四平红色歌谣精选100首》等资料丛书，用群

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党的故事。今年又投资

500万元，与长影集团合作，邀请著名导演李少

红执导、著名编剧赵宁宇编剧，启动了《四战四

平》电影拍摄工作。目前，长影集团已经立项，

开始着手剧本创作。

牢记嘱托 谱写奋进之歌牢记嘱托 谱写奋进之歌
——四 平 市 经 济 社 会 高 质 量 发 展 纪 实四 平 市 经 济 社 会 高 质 量 发 展 纪 实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崔维利崔维利 袁松年袁松年

吉林省康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的生产制造车间。李坤 摄

梨树县百万亩绿色食品玉米标准化基地。李坤 航拍

发展中的梨树县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李坤 摄

四平旗帜广场落成于2021年，象征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扬旗帜，奋勇前进”。李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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