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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长春沃野千里绘振兴画卷。农机“提档”助力农业现代化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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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全力推进玉米增产增收长春全力推进玉米增产增收。。

长春市粮食产量增长春市粮食产量增、、结构优结构优、、储备足储备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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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近

年来，长春市始终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摆在首位，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加

快高标准农田建设，逐步扩大黑土地保

护实施范围，科学开展盐碱地等耕地后

备资源综合利用，奋力夺取粮食丰产丰

收，助力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迈进。

以城为名，以农强市。长春连续多

年荣获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市，粮食人均

占有量、商品量、净调出量连续多年位

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牢牢端稳的饭碗

里盛满了“放心粮”，黑土地、大粮仓劲

奏拔节之声，长春振兴发展的美好蓝图

正走向现实。

稳面积 提单产

当好粮食安全压舱石

藏粮于种，攥紧粮食增产“金钥匙”

产量上台阶。

突破250亿斤大关！2023年，农业

大市长春再获粮食丰收，播种面积、产

量、单产持续增加，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

高！全市播种面积、产量、单产保持持续

增加，面积达到2379万亩，粮食产量达到

254.91亿斤，突破250亿斤大关。

良地、良种、良技，2023年长春市始

终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摆在首位，发挥

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优势，推进粮食安

全产业带建设，落实省“千亿斤粮食”产

能建设工程，打好重农强农惠农“组合

拳”。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长春市去

年粮食产量达到254.91亿斤，较上年的

248.48亿斤，增幅2.59%，对全省的贡献

率达30.4%。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方位夯

实粮食安全根基”“确保中国人的饭碗

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过去一年，作为

黄金玉米带、水稻带上的产粮大市，长

春市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全面压实粮食安全责任制，春季底

墒足、回暖快、透雨早，一次播种拿全

苗；夏季强化农事指导、注重防灾减灾，

确保粮食作物生长发育；秋季指导各地

科学分类适时晚收，做到颗粒归仓……

紧紧围绕“种好粮”这一目标，全力保障

粮食生产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全市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

粮食贡献绝不仅仅在数量上，长春的

粮食更有质量。建良田、用好种、推良技、

优农机……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

石”，全市扛稳“国之大者”重任在肩。

过去一年，全市积极落实国家和省

里相关政策，制定出台地方扶持政策，

出台了《长春市种业振兴行动实施方

案》，积极推进种业振兴“五大行动”的

实施、落地。公主岭市积极推进种业企

业合作，加快公主岭现代农业产业园项

目建设。目前，先正达中国“三中心两

基地”建设推进顺利；中国春玉米创新

中心主体完工，区域种植基地已经建

成；玉米种质资源库主体封顶，正在进

行内部装修，现代农业产业园入驻种业

企业58家，完成总建设任务65%，已顺利

通过国家中期验收。

通过联合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所、

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单位,聚焦黑土地

保护的战略性、前瞻性问题,为全市黑土

地保护提供智库支持；以推动粮食安全

生产为主线,全力推进良田、良种、良机、

良法、智慧农业等五大体系建设,科学推

广高产优质新品种和现代农业先进集成

生产技术……截至2023年末，全市综合

机械化水平达到95%以上，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21个百分点，牵引玉米免耕播种机

保有量位居全国地级市第一位。

长春，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250

亿斤阶段性水平，被誉为“中国优质粳

米之都”。所辖六个县（市、区）都是全

国粮食生产百强县，榆树市被誉为“天

下第一粮仓”，公主岭市被誉为“中国玉

米之乡”，德惠市被誉为“中国优质小町

米之乡”……

在长春，沃野良田好“丰”景，“增

产”已成为重要关键词，牢牢端稳的饭

碗里盛满了“放心粮”。

护黑土 建良田

守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

藏粮于地，“有劲儿”的土地更能端

牢“饭碗”。

用秸秆给土壤做“棉被”，让耕地更

“有劲儿”。过去一年，长春市结合黑土

面积广、秸秆产量大的实际，创新推出

以“秸秆覆盖还田+精准条带耕作+苗期

深松施肥”为主要技术要点的保护性耕

作“长春模式”，推广保护性耕作面积

1140万亩，超额完成省里下达的任务面

积，占适宜耕地的70%以上，为养好地、

种好粮打下坚实基础。

眼下，千里沃野步入休耕时间，皑

皑白雪包裹着农田，成片的秸秆藏在田

间……这也是长春市多年实施保护性耕

作的标志性特点，已成为大面积推广应

用的保护黑土地的耕作技术，实施面积

连续三年保持在千万亩以上，并将其列

入全市首选和主推的农业生产重大技

术，榆树、农安、公主岭等地都跨进了全

省保护性耕作整县推进行列，具有减少

风蚀水蚀、增加土壤有机质、增强保墒抗

旱能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的优势。

“2023年我们耕种的6000亩玉米,

不仅全部实行保护性耕作,还将配套的

‘精准条耕’技术进行了升级……”榆树

市八号镇大岗村的晨辉种植专业合作

社,推广应用保护性耕作技术已是第11

个年头,合作社每年都会根据当地的土

壤情况,对技术进行优化调整。合作社

负责人告诉记者,保护性耕作绝不是秸

秆还田那么简单,要先用条耕机整地,

再进行免耕播种,还要配合苗期深松施

肥……现在地里的蚯蚓更多了,化肥用

量更少了,耕地更有劲儿了。

只有技术不断“翻新”,才能更好

地保护黑土地。近年来,长春市坚决

落实藏粮于技。肥黑土、推良法、防病

害，重大粮食增产技术集成应用增产

效果显著，打开了黑土地上的健康“密

码”——

突出科技支撑，启动“黑土粮仓”科

技会战。长春市同中国科学院东北地

理所签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合作协

议，落实技术研发、试验示范、农机装备

开发、技术推广“四大技术体系”，示范

秸秆还田保育型耕作、粮豆轮作、秸秆

覆盖度遥感反演等19项关键技术。合

作推进农安县1个万亩级现代农业示范

基地和各县（市、区）17个千亩核心辐射

示范区建设，黑土地保护与利用国家重

点实验室纳入中科院首批17个国家重

点实验室建设重组序列。组建黑土地

保护专家委员会，聘请中国科学院、省

农科院、吉大、吉林农大等22位知名专

家，为黑土地保护提供智库支持。

落实“百千万”引领示范行动，选定

6个科技示范基地、21个示范镇、18个示

范社会化服务组织、239个示范样板村、

1968个示范新型经营主体，重点推广示

范玉米秸秆条带还田保护性耕作、玉米

秸秆全量还田地力保育等技术模式，让

新技术新模式加速转化应用，用科技的

力量强力驱动黑土地保护。

强化试点示范，集成推广先进技

术。将全市黑土地区域保护总体空间

格局确定为提质增肥区、半干旱改良

区、水土保持区三大区域，针对各区域

存在突出问题，结合区域自然与生产特

点，因地制宜开展黑土地保护与利用。

在全市范围内逐步扩大秸秆覆盖还田

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范围，推广面积由

每年30万亩发展到1140万亩；免耕播

种机由不足 100 台发展到超过 1.5 万

台，辖区内粮食主产县全部跨入保护性

耕作整体推进县行列。

化肥农药利用率达到40%以上，轮

作、深松整地、增施有机肥等技术措施

连年试点推广，先进农艺农机技术基本

实现对黑土区的全覆盖。

在黑土地保护上久久为功、持续发

力，长春市着力破解黑土地“变薄、变

瘦、变硬”问题，依托东北黑土地保护利

用项目等实施“深翻+增施有机肥”保护

措施361万亩，推广黑土地保护“十大模

式”超过840万亩，每年推广测土配方施

肥 2000 万亩以上，稳步扩大保护性耕

作、增施有机肥等技术措施推广面积，

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作出长春贡献。

数字化 高科技

高标准农田为粮食增产赋能

藏粮于技，科技“外挂”助推现代农

业城建设加速。

在长春，路相通、沟相连、旱能灌、

涝能排……连片的高标准农田，解锁了

黑土地上的丰产“密码”。截至2023年

底，长春市累计建设高标准农田面积

1068.21万亩，占全市耕地面积39.2%，

占永久基本农田面积48.23%。现在，集

中连片、沟渠相连的高标准农田已成为

长春市落实全省“千亿斤粮食”产能建

设工程的重要抓手。

在农安县巴吉垒镇洼中高村，新建

的高标准农田里排水沟沟底垫上了石

块，沟旁还铺设生态连锁板块。村干部

表示，农田排水沟渠旱季可存水灌溉，

雨季可防洪排涝，极大提高了农田抵御

自然灾害的能力。

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加快推

进农田项目建设。作为黑土地保护重

要的工程化手段，长春市成立“高标准

农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高标准农

田建设工作专班”，围绕田、土、水、路、

林、电、技、管，统筹谋划农田建设内容，

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工程化试点建设取

得新突破。

2023年，长春市在省内率先启动10

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工程化试点建

设，探索“政府主导、示范引领、企业实

施、市场运作”模式，农业物联网、水肥

一体化、土壤改良等先进技术在建设中

加快普及应用，示范引领高标准农田建

设新方向，逐步完善农田建设新模式，

加快实现高标准农田建设全域集中连

片、质量提升，打造“智慧高产型”高标

准农田示范区。

发生在双阳区齐家镇高标准农田

示范区的新变化同样让人欣喜：开展方

田化和灌排设施建设工程，田间小路变

作硬化路，实施全程机械化作业，2万亩

粮田成了良田……

“旱涝保收、节水高效，现在地打粮

多了，也变得好种了，托管、流转心里都

有底！”齐家镇长泡村村民王海波说。

如今，长春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已迈入

千万亩大关，依托“全国农田建设综合

监测监管信息平台”，长春市强化农田

建设项目信息化精准管理，对已建成项

目区块全部上图入库，实现立项、实施、

验收等各阶段的精准监管。

用现代物质装备武装农业，用现代

科学技术服务农业，用现代生产方式改

造农业。建设高标准农田过程中，九台

区龙嘉街道红光村共投入资金2000万

元，完成田间水利配套工程，水稻种植

实现统一育苗、整地、播种、管理，并推

广水稻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测土配方

施肥、绿色防控病虫害、稻田养鸭等技

术。通过实行机械化生产、标准化作

业、规模化经营，水稻机插率提高到

98%，机收率提高到95%，水稻田间作业

综合机械化率提高到98%。

“现在，我们的水稻种植已经实现

规模化、规范化、高效化生产。”谈到高

标准农田建设带来的变化，红光村相关

负责人介绍，“水稻的质量和产量都大

幅提高，与普通稻田相比，每公顷高标

准农田地能多收入6000多元钱呢。”他

们将继续建设好高标准农田，通过智慧

农业平台提高水稻种植的科技含量，并

推动农业与乡村旅游的深度融合，打造

一座现代农业主题公园。

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

“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

农田”部署要求，高位统筹推进，强化指

标争取，狠抓项目实施，开展试点示范，

加快实现田间生产“一张网”管理、“一

站式”办公、“全景式”应用，一块块精心

打造的高标准农田正在为农业生产带

来新的变革。

争率先，站排头，创佳绩。大农业

是新时代长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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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必定不负使命担当。

朝霞漫新峰，号角已催征。2024

年，长春将继续书写建设农业强市的炫

彩华章，为推进农业强国建设作出长春

贡献。

农业机械化助力粮食生产农业机械化助力粮食生产

降本增效降本增效。。

多元化种植兴起特色产业多元化种植兴起特色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