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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为邦

本，本固邦

宁。”

2023年9月7

日，在新时代推动东

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部署

大国“粮”策，指出要以发

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

向，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牢记嘱托谋跨越，勇立潮头

踏浪行。吉林铆足干劲，围绕“争

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相继出台

支持粮食生产、保护黑土粮仓、现代

种业振兴等一系列重磅之举，启动推

进“双千一万”标志性重大工程，将“大

农业”列入“四大集群”之首……吉林发

展现代农业的步伐铿锵有力。

回首一年，问道农业大省，吉林呈现

的，是一份加快建设农业强省的优异答卷。

一 问 ：

如何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

吉林用事实说话——2023年全省粮食总产达
到837.3亿斤，创历史最高纪录，增量居东北四省区
第一位，粮食总产跃居全国第四位。粮食单产稳居
全国粮食主产省第一位。

仓廪实，天下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始终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摆在首位，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高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确保平时产得出、供得足，极端情况下顶得上、

靠得住。加大投入，率先把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

同步扩大黑土地保护实施范围，配套实施河湖连通、大

型灌区续建改造工程，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建设适宜耕

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

守好“大国粮仓”，端牢“中国饭碗”，让“中国饭碗”

多装“吉林好粮”。

据国家统计局2023年粮食产量数据公告，今年我省

粮食总产837.3亿斤，创历史最高纪录，从全国第五位跃

升至第四位。在连续三年超过800亿斤基础上，增产

21.14亿斤，增量居东北四省区第一位。粮食单产958.2

斤/亩，稳居全国粮食主产省第一位。

吉林大地，再次喜获丰收。礼赞丰收之际，更要致

敬耕耘。

这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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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粮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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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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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地生根，吉林正全力

打造国家绿色大粮仓。

2023年，吉林加快推进“千亿斤粮食”产能建

设工程，逐个环节安排部署、逐季压茬推动落实，

七项有力措施，各个扎实有效——

抗涝防旱措施实。为有效应对夏涝影响，

省农业农村厅成立农业防灾减灾工作专班，分

区分片包保舒兰等受灾较重县（市）。全省共

成立农业服务指导组151个，累计派出技术

人员3.26万人次，全力推动灾后恢复生产

措施落实。设立24小时服务热线，组建

1311支农机应急服务队，启用排涝机械

12352台套，及时排出田间积水。针对

西部局地严重春旱，落实抗旱播种

1467.64万亩，实施浇灌1431.8万

亩次。新建和修缮农田抗旱灌溉

井2.24万眼，整治农田沟渠1.75

万公里，新增可灌溉和排涝面

积927万亩。

病虫防治招法多。制定

《2023年全省“虫口夺粮”

保丰收行动方案》，增设

太阳能智能虫情测报灯

99台、专用性信息素

诱控设备 5.57 万

套。实施生物防

治水稻二化螟、

性信息素防

治水稻二

化螟等

绿

色防控技术144.4万亩次，水稻病虫害飞防作业试验试

点示范面积81.25万亩，开展减药控害精准施药382万

亩、农区鼠害绿色防控57万亩，试验生物防治大豆食心

虫技术20万亩。

田间管理服务细。出台5个农业生产指导性文件，

组织各级农技推广部门分作物、分环节开展指导服务，强

化落实田管措施。在灌浆关键时期，各粮食主产区累计

投入直升机 49 架、无人机 1506 架，实施“一喷多促”

1570.5万亩，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良田扩建步伐快。今年，新建高标准农田492.94万

亩，累计建成4204.94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的51.3%。

创建高标准农田示范区15万亩，开展工程化试点30.5万

亩，全面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单产提升效果好。开展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

动，建设14个玉米、4个大豆整建制单产提升示范县。在

两个县开展玉米单产提升建设工程40万亩，新增水肥一

体化+密植234.04万亩。广泛开展高产竞赛，中西部赛

区玉米最高产量达到1021.18公斤/亩。

良种推广有突破。推广农作物主导品种105个，其

中，玉米品种49个、水稻品种28个、大豆品种28个。首

次综合筛选出耐密突破性品种41个、耐盐碱品种47个，

遴选76个农作物品种开展高产竞赛，4个玉米品种实现

亩产“超吨粮”、3个水稻品种亩产达700公斤以上、4个大

豆品种亩产达290公斤以上。

农机应用效率高。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达到9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20个百分点。集成推广

农机农艺措施，实施耕地深松800万亩、秸秆深翻还田+

增施有机肥110万亩。

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命脉在水利。

加快推进“大水网”“河湖联通”骨干水利工程建设，

推动大中型灌区配套改造，以“两横四纵”守护粮食丰产

水利“命脉”，真正把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适宜

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

上下一心，党政同责，坚决扛稳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

任，在吉林大地是庄严承诺，更是奋战实干。

二 问 ：

如何保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

吉林用事实说话——2023年，全省实施保护性耕作
面积达到3700万亩，实现5年翻一番，稳居全国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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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65%以上的耕地是黑土地，80%以上的

粮食产自黑土地，保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责任重大。

从制度建设到依法保护，从主体责任到成果转化，吉

林在黑土地保护方面日渐成熟完善——

强化顶层设计，完善体系制度。全面加强黑土地保

护制度体系、工作体系建设，成立了由省委书记、省长任

双组长的粮食安全工作暨黑土地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各

市县成立相应组织机构，上下贯通推动落实。2023年，

先后召开了“黑土粮仓”科技会战领导小组会议、黑土地

保护专家委员会座谈会，安排部署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提

出具体工作要求，推动黑土地保护深入实施。

强化法律贯彻，加强依法保护。国家黑土地保护法

颁布后，吉林及时修订《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并于

2023年4月1日正式实行。结合7月22日“吉林省黑土

地保护日”系列宣传活动和冬春农业科技大培训、农业技

术推广、示范观摩等活动，广泛开展普法宣传，引导和调

动农民主动参与到黑土地保护中。

强化考核监督，压实主体责任。对全省44个县（市、

区）开展黑土地保护目标责任制考核工作。结合粮食安

全考核工作，组成10个督导组，开展巡回督查指导。设

立“骏马榜”“蜗牛榜”，对任务进度定期调度通报。

强化科技攻关，加速成果转化。深入实施“黑土粮

仓”科技会战，着力在良田、良种、良机、良法、智慧农业

“四良一智”上协同发力。建成黑土地保护领域2个省级

重点实验室、5个工程研究中心和1所东北黑土地保护利

用创新研究院。累计启动100多项课题攻关，取得阶段

性研究成果。研制了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配套大型智能农

机装备，初步构建了“天－空－地－人－机”数据感知体

系。建设了农安、梨树和镇赉3个万亩级核心示范基

地。目前，全省核心示范基地面积超8万亩，累计展示推

广玉米秸秆覆盖保护性耕作、水稻抗低温减灾生产、盐

碱地以稻治碱改土增粮等23项技术。

强化技术推广，持续服务“三农”。建设县乡级高标

准保护性耕作应用基地240个以上，保护性耕作实施作

业主体达到2.6万个以上。实行“优机优补”政策，全省

免耕播种机保有量超过5.1万台。利用省农业机械化智

慧云平台，实现作业监测全省统一管理。开展保护性耕

作培训200多场次，培训基层推广人员2000人以上、专业

机手5000多人次。构建东部固土保肥、中部提质增肥、

西部改良培肥等保护路径，总结“上盖、下松、适度深翻、

水肥一体”等技术路径。2023年，全省推广耕地深松800

万亩、增施有机肥500万亩、耕地轮作200万亩、水肥一体

化500万亩。

长白天下雪，相约在吉林。冰雪覆盖下的广袤黑土

地开始休养生息，为2024年希望的春天养精蓄锐，为

2024年金秋再获丰收孕育生机。

三 问 ：

如何更好地践行大食物观

吉林用事实说话——“秸秆变肉”，让吉林更加“牛”
起来；“百万亩棚室建设”，让吉林冬季依然满室翠绿；人
参综合产值首次突破700亿元，居全国首位；多元发展的
农业产业体系，让吉林更加熠熠生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践行大食物观，合理开发利

用东北各类资源，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形成粮经

饲统筹、农林牧渔多业并举的产业体系，把农业建成

大产业。

今年，吉林全面发展“四季农业”，深入挖掘树上摘

的、地里长的、水里游的等资源优势，拓展农业生产空间

领域，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努力走出具有吉林特色的大

农业、大产业发展之路。

前三季度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367.86亿元，同

比增长5.2%，增速比上半年提高0.5个百分点。从主要

产品看，生猪出栏1425.6万头，同比增长7.3%；牛出栏

219.3万头，同比增长11.4%；羊出栏520.6万只，同比增

长3.7%；家禽出栏3.6亿只，同比增长9.7%。

畜牧产业异军突起，让“四个蹄子”奋力追赶“四个轮

子”。

年初以来，吉林强势推进“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

建设工程，全产业链项目建设风生水起。全省肉牛饲养

量预计达到770万头左右，“皓月当空”“黄牛遍地”的美

好图景正在加速呈现。

在生猪产能调控方面，重点抓好77个省级以上生猪

产能调控基地建设，认真落实生猪价格预警机制，紧盯大

县、大场、大户三个关键，聚焦能繁母猪、规模养殖场两个

环节，坚持抓大不放小、以大带小，引导养殖场（户）科学

调整存出栏结构，促进生猪产品均衡上市。

为推进畜产品产销对接，吉林积极组织畜产品营销、

屠宰加工和规模养殖等98家企业成立了畜产品产销协

会，充分发挥产销协会作用，推动吉浙生猪、肉牛产品公

司化、市场化点对点对接，加快餐食品牌建设和业态创

新，引领本土化终端消费升级，通过连锁店、旗舰店等走

向全国。

全力打造中国北方蔬菜产销集散中心，推动“吉林

菜”走向全国。

“菜篮子”一头连着市民餐桌，一头连着田间地头，关

系百姓切身利益。吉林全力提升“菜篮子”稳产保供能力，

开展“百万亩棚室建设”工程，通过建棚室、强技术、提产能

等一系列措施，着力打造“九区五线一中心”蔬菜产业发展

格局，依托9个地市级城市周边建设设施蔬菜生产基地，

围绕哈大线等5条重要交通干线建设棚膜经济产业带，以

长春市为轴心全力打造中国北方蔬菜产销集散中心，稳步

提升冬春季蔬菜自给率，实现夏秋季北菜南运。

因地制宜抓好东部蓝莓、山葡萄，中部黄桃、大樱桃，

西部西瓜、黄菇娘等水果产业发展，不断丰富百姓的“果

盘子”。

曾经的“有啥吃啥”，到现在的一年四季“想吃啥有

啥”。2023年，吉林冬春蔬菜供给率达到12.6%，蔬菜年

产量超过1300万吨，优质、安全、放心的“吉林菜”不仅稳

定供给本省居民，每年还有200万吨以上销往省外市场。

念好“土”字诀，打好“特”字牌，唱好“产”字歌，因地

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围绕长白山，吉林重点在通化、白山、延边等东部山

区打造特色产业带，推动食用菌、中药材、长白山山珍等

优势特色产业扩面、增品、提标，全力推进“长白山人参”

“长白山黑木耳”等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打造全球人

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基地、全国菌种繁育“硅谷”，带动全省

优势特色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园区化。

立足本土，开发优势乡土资源。吉林人参产量占

全国60%、世界40%，通过集群化、园区化、标准化发展，

人参产业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完备的生产、加工和市

场体系。2023 年，全省人参产业综合产值首次突破

700亿元，居全国首位。抚松万良、通化快大、集安清

河、延吉鹏程四大人参交易市场鲜参交易量占全国

85%，产品远销海内外，广受

消费者青睐。

因地制宜，找准特色发展

路子。依托长白山区独特的

地理气候、丰富的林木资源、

优质的水质资源，吉林

成功打造了国家

级吉林长

白山黑木耳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黑木耳特优区2个、

桑黄特优区1个。全省黑木耳、灵芝、姬松茸、桑黄等食

药用菌栽培规模达到29.6亿袋。其中，桑黄以900万椴

的栽培量位居全国首位；黑木耳常年栽培规模28亿袋左

右，居全国第二位。

乡村产业竞争，正逐步由单一的产品竞争走向产业

链竞争。将过去“原汁原味”的土特产，打造成链条更完

整、业态更丰富的“多汁多味”土特产，真正让农民从全产

业链各环节分享更多增值收益。

与此同时，渔业生产也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今年，吉

林以建设现代渔业为目标，通过扶龙头、树典型、强带动，

着力打造大水面生态渔业和冬捕产业，全省近百个5000

亩以上大水面无一荒芜，以查干湖为代表的集养殖、加

工、餐饮、住宿、观赏、休闲、文化博览、产学研基地为一体

的现代渔业园区初步形成，渔业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

伐。

立体养殖扩面，科技赋能迈向新生。随着智慧渔场

加速建设，池塘精养和湖库大水面走向规模化、集约化养

殖。通过扩大大银鱼、池沼公鱼等东部名优冷水鱼生产

规模，扶持查干湖、哈尔淖等水库开发分割产品、罐制品，

全省年加工水产品规模达5000多吨。冬捕节期间，查干

湖加工分割、冷冻水产品近300吨，品种10余个，销往省

内外。

农业产业由粗到精、由短到长、由单一到复合，吉林

通过践行大食物观，推动农业扩规模、增效益，建设全国

高端食品加工基地，让更多吉林的优质食品“进家庭厨

房，上百姓餐桌，装群众口袋”。

四 问 ：

如何做好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

吉林用事实说话——全面推进“十大产业集群”建
设，做活“粮头食尾”“农头工尾”“畜头肉尾”增值大文章，
延伸产业链、打造供应链、提升价值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同推进农产品初加工和精深

加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拓展农业发展空间，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当前，吉林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正在从发展产品向发

展产业转变，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从发展一产向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转变。

聚力打造万亿级农产品及其深加工和食品细加工产

业，吉林积极推进“十大产业集群”建设，着力在延伸产业

链、打造供应链、提升价值链上下功夫，实施一批强链补链

延链项目，促进农产品由生到熟、由初到精、由短到长、由

单一到复合，推动农产品加工业扩规模、提速度、增效益。

思路决定出路，战略引领未来。从“粮头食尾”“农头

工尾”“畜头肉尾”破题，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

深度开发“原字号”，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把本地农

产品“吃干榨净”，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

创建示范园区。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强镇、优势特色

产业集群等农产品加工业园区建设。2023年，争取国家

级农业产业强镇项目4个，吉林大豆入选国家级产业集

群，新评选农产品加工示范园区8个，农产品加工业集群

集聚发展态势正在形成。

培育领军型企业。通过开展省级重点龙头企业评选

工作，新评选出省级重点龙头企业52户，向农业农村部

推荐申报8户国家级龙头企业，全力培育打造农产品加

工业和食品产业领军型企业。

加强指导服务。会同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延边

大学、吉林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校举办全省“十大产业集

群”科企对接活动，助推科研成果转化和技术研发合作，

帮助企业破解技术难题。与金融机构通过线上会议形式

举办全省十大产业集群重点龙头企业银企对接活动，共

推介67个企业融资项目，融资需求达70多亿元。举办全

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负责人能力提升培训班，通过专

题讲座、分组交流和研讨汇报等方式，帮助参训学员开阔

视野、学习政策、拓展思路和提升能力。

同时，立足粮食产量足、畜禽品质好和特产种类多的

资源优势，吉林加快推动“吉系”预制菜产业建设，年产值

达55亿元。

从“小特色”到“大产业”，由“平面分布”转型为“集群

发展”。目前，全省玉米水稻、生猪、肉牛肉羊产业集群产

值超千亿元，禽蛋、人参、果蔬、林下及林特产业集群产值

超500亿元，建设“十大产业集群”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709户，省级农产品加工示范园区19个。

现代农业产业已串珠成线、集群成链。

既做足“头部”农产品特色化增值空间，又做好

“尾部”精深加工大文章，“头尾”一道下真功夫，吉

林切实做好“粮头食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增

值大文章。

吉林坚持组织引领、规划先行，全面落实五级书记抓

大农业要求，着力加强人才引进培养，推动工作力量向大

农业布局、政策措施向大农业倾斜、资源要素向大农业集

聚，促进构建大农业产业集群不断取得新成效。

加快建设农业强省，充分发挥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示范引领作用必不可少。

吉林突出培育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不断增强其

综合实力。开展示范农民合作社四级联创和示范家庭农

场三级联创，着力打造规范发展和质量提升县域样板，县

级以上示范农民合作社和示范家庭农场分别发展到

5557家和5730家，全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分别规范

发展到8.1万家和9.8万家。

加强指导帮扶。遴选2956家示范主体与吉林邮政

对接赋能。创新开展结对帮扶活动，省农业农村厅结对

帮扶地区，协调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遇到的实际困难

和问题。制定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办实事清单，着力解

决用地、用电、融资等方面的重点难点问题，新型经营主

体不断发展壮大。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稳住农业基本盘、守

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三农”向

好，全局主动。

争率先，站排头，创佳绩。大农业是新时代吉林全面

振兴的优势和基础，谋划推进现代化大农业，全面加快乡

村振兴，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吉林必定不负

使命担当。

朝霞漫新峰，号角已催征。2024年，吉林将继续书

写建设农业强省的炫彩华章，为推进农业强国建设作出

吉林贡献！

争当现代农业争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建设排头兵
——回望2023吉林实践（五）

本报记者 赵宝忠 闫虹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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