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谆谆嘱托言犹在耳，壮美蓝图催人奋进。

7月盛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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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为交出优异答卷。

黑土地保护全面提档升级——
“四平方案”成为推广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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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治理、保护、利用一体发力，黑土地退化趋势得到有

效遏制，为全国黑土地保护提供了“四平方案”。目前，全市耕

地综合质量为3.81等级，约比2020年平均高0.08等级，比全

省平均高0.65个等级，比全国平均高0.95个等级。2023年，

全市粮食总产量达96.14亿斤，同比增长2.83%、增幅全省第

一；粮食单产达1093.12斤/亩，位居全省第一，同2020年相

比，粮食产量增长7.32亿斤。

高位统筹推进。坚持把深化

黑土地保护利用作为维护国家粮

食安全的基础性工程，成立由市

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

的粮食安全工作暨黑土地保护工

作领导小组，全市各地全部建立

专门机构，构建起“党委统一领

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专责监

督、部门各负其责”的黑土地保护

利用格局。2023年，在全省率先

开展黑土地保护利用专项监督，

由市纪委监委牵头成立专项监督

工作组，梳理 67 个量化监督指

标，发挥“1+9”监督工作机制作

用，释放黑土地保护红线不容触

碰的强烈信号。

坚持综合施策。逐步夯实基

础设施板块，2024年，建设高标准

农田和东北黑土地保护建设项目

94.7 万亩，同 2020 年相比增长

120%。全市高标准农田建成面积

达612.56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

面积79%。科学提升耕地质量板

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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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监测网络全覆盖。有力保护黑土地环境板块，

持续加大秸秆全域禁烧和科学离田力度，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2.7%，同2020年相比增长2.15%，全省唯一一个水土保持科

技示范园落户四平。

筑造产业平台。打造高质量产业平台，建设中国黑土地

保护农机产业创新示范基地，成功研发国内第一台免耕播种

机，解决农机农艺适配问题，目前，已发展到第8代产品，累计

投放市场2万余台，在全国10个省区广泛应用，完全可替代进

口产品。打造高层级交流平台，全域打响“黑土粮仓”科技会

战，连续9年举办“梨树黑土地论坛”，成功举办两届中国北方

（四平）农机展销会，现场销售农机3000多台（套），销售额达

2.72亿元。

因地制宜总结推广“梨树模式”，推动保护性耕作技术中

国化、示范体系化、应用区域化，打造黑土地保护利用“梨树模

式”升级版典型经验获国务院通报表扬。4年来，全市“梨树模

式”从2020年的366万亩，发展到2024年的623万亩，新增257

万亩，实现适宜地区全覆盖。

下好科技创新“先手棋”。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

等高校院所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国家黑土地农业现代研究院

等科研机构相继落户中国农大吉林梨树实验站，每年有30多

名国内外知名专家、50多名硕博研究生从事科研工作，先后开

展新技术试验示范50余项，引进“863”“973”重大课题和重大

项目22项。

不断拓展内涵外延。在全国首创以秸秆覆盖免耕种植、

秸秆覆盖条带旋耕种植、秸秆覆盖垄作种植、高留茬垄侧栽培

种植4种方式为主的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模式，并在此基础上，

探索将秸秆科学离田和粪肥堆沤还田、粪肥菌酶协同生态还

田等融入“梨树模式”，形成了更加节本增效的“4+X”新模式，

探索出一系列适应山区、丘陵、低洼易涝地区、中低产田改造

的黑土地保护创新技术，“梨树模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创建示范引领“新高地”。创新打造“院士工作站+科技联

盟+科技小院+推广站+示范户”五位一体模式，建立技术微信

群，开展科技大讲堂，举办专家访谈节目，录制技术专家讲座，

形成了引领全市、各有侧重、层次鲜明的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网

络。大力实施黑土地保护技术示范“111”工程，建设完善县乡

村三级技术示范体系，建立300公顷现代农业生产单元40个，

在双辽市建设2个万亩保护性耕作提档升级示范区，构建起覆

盖全域的保护性耕作技术示范体系。目前，已在东北4省区建

立试验示范基地100个，辐射带动保护性耕作面积8000万亩，

并呈逐年递增态势。

做实推广应用“大文章”。通过组建科研联盟、举办东北4

省区保护性耕作推进行动现场会等方式，推动黑土地保护成果

共建共享。经过多年技术研究和深化实践，黑土地蓄水保墒、

培肥地力、节本增效、生态环保等作用逐步显现，实施保护性耕

作的地块，每公顷可节约成本1200元至1500元；应用保护性耕

作技术5年的地块，遏制了黑土层“变薄”“变瘦”“变硬”趋势；经

过15年示范应用的保护性耕作基地，每平方米蚯蚓数量达到

120余条，是常规垄作的6倍，黑土层物理性状指标明显改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增效——
规模经营闯出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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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探索合作化道路方面，示范引领、量质并举，规模经营

闯出新路径。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计划，坚持既要数

量、更要质量，全市农民合作社多种经营模式快速健康发展。

全市农民合作社发展到7047个，家庭农场发展到5316个，适

度规模经营面积675.99万亩，占全市播种面积的75.85%。

全方位强化政策保障。制定出台《四平市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质量提升3年行动实施意见》等规范性文件，通过开展示

范合作社、家庭农场创建，政府购买财务代理记账服务，助推

新型主体发展生产托管、土地入股、带地入社等类型合作。全

市各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示范家庭农场分别达到672个、591

个，同2020年相比分别增长69%、110%。

多角度提升服务质量。大力扶持合作主体项目建设，采

取贷款贴息、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等方式，累计落实扶持资金

8327万元。全面落实“一乡两名、一村一名”专职辅导员制度，

建立健全运行章程、项目申报等机制，持续提升规范化管理水

平。建立示范主体基础数据信息库，实行动态更新、集中管

理，为新型经营主体提供精准服务。积极搭建对接平台，639

家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金融部门对接，累计获

得信贷融资3.93亿元。

创新合作发展模式。推广集中流转土地经营模式，全

市土地流转面积达到27.6万公顷。双辽市加禾、伊通县金

辉等合作社，流转土地面积几百公顷，多的达到近千公顷，

已成为土地规模经营主要模式。推广生产托管服务经营模

式，全市土地托管面积达到17.5万公顷，对小农户土地实

行全程托管或对单一农事环节托管，解决了小农户“种地

难”问题。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打造党性教育品牌

四平市牢记殷切嘱托，切实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好，

擦亮“四战四平”红色党性教育品牌，传承革命精神，赓续红色

血脉。

2021年4月25日，四平干部学院以在市委党校加挂牌子

的方式成立。2022年10月底，四平干部学院顺利通过中央组

织部党性教育干部学院办学质量评估，成为中组部备案的全

国72家党性教育干部学院之一，并更名为吉林四平干部学

院。作为干部党性教育基地之一，学院深度融入“一校六院”

统筹联建工作体系，以红色资源系统化布局、联动式共建，推

动形成以“四战四平”为圆心、辐射吉林全域红色资源的教学

网络，将学院培训对象的学习“菜单”，拓展至全省乃至全国。

自“一校六院”统筹联建工作体系建立以来，吉林四平干

部学院接待院校间培训班次60余期，培训人数3138人次，凸

显“一校六院”统筹联建工作骨干作用，为增强吉林干部教育

培训的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院集中整合并高效利用各县（市）区红色资源，构建起

整个四平地区党性教育体系，实行全市资源“一盘棋”战略。

坚持“三个结合”，打造“五条线路”。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相结合，以“四战四平”为主，与市区

部分抗联资源结合起来，延长“红色”培训链条；市区与县区资

源禀赋相结合，将市区生态文明生动实践与县区乡村振兴发

展资源相结合，打造乡村振兴基地，丰富培训内容，拓宽“绿

色”培训空间；历史与现实相结合，通过挖掘满族文化历史，开

发叶赫满族文化教育基地，设计红色二人转舞台剧，展现梨树

二人转之乡魅力，形成四平“特色”培训模式。

在三个结合基础上，设计市内线、东线、南线、西线、北线

等5条精品现场教学线路，将市域内的教育培训资源点位串起

来，将点连成面，整合利用散落在全市的教育资源，全面呈现

“红色、绿色、特色”的四平三色文化脉络。通过课堂引领、现

场启迪、体验感悟相结合，提升教育效果，学员对课程满意度

测评始终保持在98%以上。

“我们仿佛置身其中，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人民军队百炼

成钢、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我们要铭记历史、砥砺前行，以

坚如磐石的信念，提升新时代新征程的战斗力！”吉林师范大

学博达学院体育学院教师代表说。

学院深入挖掘“四战四平”革命英雄主义历史资源，创新

完善以“传承英雄史、再铸英雄魂”为主题的红色党性教育项

目，增强感性冲击力和趣味性。教育模式由“六位一体”升级

为“七位一体”（即：理论教学+现场教学+访谈教学+体验教学+

情景教学+影像教学+案例教学）。相较于传统教学方法，沉浸

式红色情景剧教学，打破以往枯燥的讲授式培训方式，借助声

光电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深入挖掘四战四平历史，通过舞台剧

形式还原，加入学员的参与互动，自编自导自演，深受学员喜

爱。案例教学则以四平特色案例为主体，解剖“麻雀”，引导思

考，启迪智慧，使红色、绿色、特色资源动起来、“活”起来，达到

“润物细无声”的境界。

在课程设置方面，既设有课堂讲授和现场讲解等专题式教

学，也有重温入党誓词、共演红色情景剧、战地攻防演练等体验

式教学，还有撰写党性分析材料、开展研讨交流、微党课等其他

多层面、多视角教学，既满足了培训单位多样需求，又达到了培

训目标，培训的灵活性、针对性、吸引力都进一步提升。

截至目前，吉林四平干部学院“七位一体”的党性教育模

式，已形成完整的课程体系，其中理论专题课程开发出适应形

势需要的“三色”六大类专题课程（党的理论课程、党性教育课

程、四战四平“红色”课程、农业农村“绿色”课程、四平地方“特

色”课程、能力提升课程），既体现新时代创新理论的先进性，

又展现四平红色历史的深厚度，还呈现新时期四平发展的独

特性，形成“三色”教育矩阵。

牢记嘱托再出发牢记嘱托再出发 凝心聚力开新局凝心聚力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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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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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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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