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

金秋九月，稻浪滚滚，田野漫香。2023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

吉林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2018年，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

亿万农民祝贺：“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是党中央研究决定的，进一步

彰显了‘三农’工作重中之重的基础地位，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

秋分时节，全国处处是五谷丰登，瓜果飘香，广大农民共庆丰年、分

享喜悦，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正当其时。”

此后每年丰收节，习近平总书记都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

“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充分体现了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广大

农民的深切关怀。

“庆丰收，促和美”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主题。

吉林大地沃野田畴，喜迎丰收的壮美画卷徐徐铺展；

和谐奋进、美美与共的协奏曲响彻云天。

仓廪实，天下安。这一刻，我们感恩土地，感念付

出；这一刻，我们为丰收喝彩，向耕耘礼赞。向着美

好生活义无反顾继续奔赴。

星光不负赶路人，江河眷顾奋楫者。

合力耕耘，八方同向。凯歌曲曲，激

荡四野。

在广袤的黑土地上耕

耘，“梨树模式”扩面提质，

再获丰收；在贫瘠的

苏打盐碱地上耕耘，昔日不毛之地，变身今日米粮川，“大安模式”得

到有力印证；加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高效节水、水肥一体化设施

建设如火如荼；“河湖连通”“大水网”重大工程，切实守护了粮食生产

的水利“命脉”；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齐头并进，良种良法配套，农机

农艺融合，为农业插上科技翅膀；坚决扛起种业振兴担当，培育一批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吉字号”优良品种，为主粮装上“中国芯”；依

托“吉林一号”卫星星座，建立“天地空”一体化数据采集分析平台，

推动农业生产从“看天吃饭”转向“知天而作”；探索建设“无人农

场”，用互联网技术武装“智慧农民”；适度规模经营有序发展，

2022年全省的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发展到18.7万家……全力

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在吉

林大地早已落地生根，吉林打造国家绿色大粮仓的步伐铿锵

有力。

守好“大国粮仓”，端牢“中国饭碗”，让“中国饭碗”多

装“吉林好粮”。当前，全省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使

命担当，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加快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

供“压舱石”，奋力推动吉林从农业大省向

农业强省迈进。牢记嘱托谋振兴，感

恩奋进再出发！

躬耕不辍，岁月致远。

礼赞丰收，致敬耕耘！

用丰收
致敬耕耘致敬耕耘

——写在第六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之际

本报记者 赵宝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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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超)“与过去常规种植每公顷产干粮2万

斤玉米相比，应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后，玉米每公顷产量高

6000斤至7000斤，增产30%以上。”长岭县流水镇四间房村党

支部书记陈占超看着地里即将收获的玉米，喜不自胜。自从

村里合作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不仅提高了肥料利用率，

还促进了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金秋喜丰收，遍地玉米黄。青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是长岭县流水镇四间房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今年种植了

6000亩玉米大田，全部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近日，高耸挺

立的玉米秆上，结出颗粒浑圆的玉米棒，丰收在即。

我省西部地区地处半干旱区，春耕期间时常缺雨。近年

来，为进一步挖掘吉林西部粮食增产潜力，各级科研院所的

专家扎根田间，探索实践“半干旱区增碳改土水肥一体化”的

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模式，实现粮食稳产增产，并逐步得到吉

林西部农民认可。

为提高粮食产量，青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积极探索，

以中国农科院作物研究所李少昆团队作为技术指导支撑，采

取大垄双行水肥一体化高密度种植技术，每公顷玉米植株数

量达到8万株至9万株。

马福是最早带地入社的成员之一，他说，过去大水漫灌，

还需要有人在地里看着，费水又费力，现在只需打开农田井

开关，水和肥就源源不断顺着滴灌管流入田间，可24小时不

停滴灌，大大节约用水，省时省力。

为进一步节本增效，合作社实现从农资采购、耕种、植

保、收割、销售等粮食生产销售全链条合作绿色生产技术体

系，实行“五统一”“三控”“三提”（“五统一”即统一种植品种、

统一水肥管理、统一病虫防控、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机械作

业；“三控”即控肥、控药、控水；“三提”即提升化肥、农药、水

资源的利用率），实现粗放农业向精细农业转变，从而实现粮

食增产、合作社增效。

长岭：发展高效节水农业 实现增效增产增收

本报讯（记者王伟）金秋时节，艳

阳高照，稻菽飘香。走进梨树县凤凰

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玉米种植基

地，平整肥沃的玉米地随风掀起层层

绿浪，玉米棒籽粒饱满，格外粗壮，一

派丰收在望的景象。

“我这1.5万亩地全部采用保护

性耕作种植方式，效果明显，特别是

今年合作社探索实施了‘4＋2梨树模

式’，每公顷减少了100斤的化肥使用

量。”梨树县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韩凤香望着田间长势喜

人的玉米喜出望外。这种模式在原

有4种保护性耕作模式的基础上，加

入了秸秆科学离田和粪肥堆沤还田，

加快推动秸秆过腹转化，增加土壤有

机质，对黑土地保护起到极大的促进

作用。

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

近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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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表率，实现跨越式发

展，奋力推进“梨树模式”提档升级。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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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片的玉米郁郁葱葱，广袤的

黑土地焕发着勃勃生机。

“黑土地越来越肥沃，饭碗才能

端得更稳，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梨

树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王贵满

告诉记者，今年全县“梨树模式”的推

广面积达到310万亩，比去年增加了

近30万亩，为粮食丰产丰收奠定了坚

实基础。

为进一步丰富“梨树模式”内涵，

梨树县创新开展现代农业生产单元

建设，合理配置农机具，将农资采购、

农机作业、人员配置和资金使用率发

挥到最大化，实现农业生产的标准

化、机制化、信息化和契约化。

同时，梨树县政府积极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开展百名硕

博进百家合作社活动，联合推动培育一批乡村振兴农民科技

带头人，为合作社发展提供人才支撑，让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

大地上。截至目前，已有95名学生对接95家合作社。

创新推进“3+1”工程建设、成功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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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精耕细作到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结合，“梨

树模式”的内容不断被丰富，黑土地正蓄积能量，收获一个又

一个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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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春胜)走进安图县，大田

玉米规划整齐，大豆等经济作物长势良好，

放眼沃野田畴，金黄一片。

近年来，安图县以科技赋能，牢牢抓紧

科技“金锄头”，实现从会种田到“慧”种田，

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注入新动能。

9月初，正值大豆、玉米产量品质形成的

关键期，也是防治病虫的重要时期。安图县

抢抓窗口期，出动无人机11架、直升机3架，

完成全县25万亩玉米、大豆的磷酸二氢钾、

生长调节剂、抗旱保水剂等混合液喷洒任

务，为确保秋粮丰产丰收提供了有力保障，

利用科技为粮食增产增收赋能。

安图县农业机械化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从简到精，农机装备水平和农业机械化

作业水平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农村经济持续发展作出了卓

越贡献。

玉米田间管理期，在安图县亮兵镇古树

村，村民阚兆元使用遥控器操作植保无人机，

一道道药雾从天而降，均匀洒向田地。“以前

都是用人工背着喷壶器打药，作业率低、不好

施药，现在用无人机，1公顷玉米地10分钟就

能完工。”阚兆元兴奋地告诉记者，使用无人

机不但精准，而且效率高，一天能完成30公

顷左右。阚兆元是亮兵镇的种地大户，也是

全县第一批使用植保无人机种田的农户。植

保无人机不仅自用还对外租借，已经累计作

业500余公顷，成了他的一个创收来源。

如今，像阚兆元这样告别“足蒸暑土气，

背灼炎天光”的农户在安图县还有很多。农

业生产方式已实现了从锄头、镰刀、耕牛的

传统耕作方式，到如今以播种机、收割机、无

人机等机械作业为主的历史性转变。

记者了解到，2023年安图县农作物播种

面积 79.54 万亩，保护性耕作作业面积

21.05万亩，农业综合机械化率93.67%，全

县植保无人机作业35万亩。同时，该县积

极推广农业新技术、新机具，保护性耕作、耕

地深松、秸秆还田离田等技术应用面积不断

扩大，全县农机机械化作业程度明显提高，

增产增收效果显著。

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未来，安

图县将不断加快大数据应用，提高农业机械

化程度，将数字技术及机械化作业广泛融入

农业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为农民增收致

富、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注入新

的动力。

安图：科技赋能“慧”种田

本报讯（记者孙翠翠）“丰收啦！高粱丰收啦！在这片‘碱

疙瘩’上实现亩产595公斤实在太不容易了，比老品种高出

10%……”9月20日，通榆县乌兰花乡新五九屯农民张海宝高

兴极了。

一望无际的高粱地里，收割机缓慢前行，前来参观收割的

100多个农户惊叹不已。

“这场丰收意义非凡。”吉林大学的农业专家、白城市种子

管理站相关负责人、通榆县农业技术推广站负责人在地头议

论着。他们是这场丰收的推动者和见证者。

我省西部地区是世界三大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之一。

近年来，我省通过盐碱地改良和综合利用，昔日盐碱地已成为

粮食产量新的增长点。

“盐碱地改良和综合利用要‘以种适地’，所以，我们根据

当地农民的种植习惯选育了耐盐碱的高粱品种‘吉杂218’等

系列吉字号品种。”国家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吉

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王鼐对记者说，省农科院选育的“吉杂

218”“吉杂124”两个品种耐盐碱、抗病性强，产量高，已成为

通榆县盐碱地主推高粱品种。

“能不能丰收，品种非常重要。针对这两个新品种，专家

们指导我们采用大垄双行模式，集成了盐碱地高粱保苗包衣

技术、免耕机精量播种、苗后化学除草、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

这些技术好操作，节水节肥，效果又好……”张海宝说。

记者了解到，通榆县具有不同程度盐碱地面积370万亩，

高粱种植面积达到40万亩至50万亩。新品种的推广和新技

术的应用，让这片盐碱地上的红高粱更红、更实诚。

通榆：盐碱地上高粱红

本报讯（记者孙翠翠）金秋时节，

大安市的田野里稻浪奔涌，一派丰收

景象。

“今年收成又不错，亩产1200斤

不成问题……”叉干镇民乐村村民孙

秀凤语气里满是幸福。

这是孙秀凤种水稻的第 7个年

头，眼看着近百亩水稻再次迎来丰收，

孙秀凤甭提多高兴了。“从前，村里大

多是盐碱地，种啥也不长……”孙秀凤

告诉记者，盐碱地改良以后，好日子随

之而来。

风起稻涌，湿润的空气里弥漫着

粮食成熟的气息。金灿灿的稻浪里，

民乐村党支部书记李长江正计划着今

年的收割工作。

“村里的水稻田面积超过万亩，

亩产在1000斤至 1200斤，这些都是

7年前民乐村土地整理项目的新增

地……”把几十年寸草不生的盐碱

地变成中高产田，无疑是个奇迹。

而这一季又一季的丰收，对于民乐

村村民来说总有着不凡的意义。李

长江也不例外。

我省西部地区是世界三大苏打盐

碱地集中分布区之一。这里的盐碱地

盐分重、碱化度高，农作物难以正常生

长。近年来，我省通过盐碱地改良和

综合利用，昔日盐碱地已成为粮食产

量新的增长点。

阳光下，中国科学院大安碱地生态试验站，金黄铺排。这

是中国第一家“碱地生态试验站”，在我省大力推广“良田+良

种+良法”三良一体化高效治理模式——“大安模式”正是在这

里试验成功并获得大面积推广。

不仅仅是大安碱地生态试验站，越来越多治理盐碱地的

科研单位和企业向大安汇集，为盐碱地上的丰收提供着有力

支撑。

不仅仅是民乐村，海坨乡、新平安镇、联合乡……稻浪澎

湃的丰收季，比稻浪更为澎湃的是盐碱地上等待丰收的一颗

颗农人的心。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梁正伟表

示：让盐碱地上长出高产庄稼，将是中国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

手段之一。而实现吉林省“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的目标，最

大潜力就在西部盐碱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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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安图县亮兵镇古树

村，无人机在田间进行植保作

业。 本报记者 王春胜 摄

梨树县玉米长势喜人，丰收在望。图为,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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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长势良

好。 本报记者 王伟 摄

图为通榆的高粱红了，农民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本报记者 孙翠翠 摄

前郭县水稻熟了。 本报记者 冯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