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夏时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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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望无际的

玉米正抽雄吐丝，经过雨水的浇灌更显青翠茁

壮，广袤的黑土地焕发着勃勃生机。

近年来，四平市不负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努

力出经验、蹚路子、走在前、做表率，保护性耕作

“梨树模式”在全市不断完善，得到越来越多农民

的认可，推广面积快速增加，在促进黑土地农业

可持续发展上显示了巨大的潜力。

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四平市“梨树模式”从

2020年的366万亩发展到2024年的623万亩，实

现了适宜区域全覆盖，黑土层变薄、变瘦、变硬趋

势实现逆转。在全省推广面积达到3700万亩，

在东北4省区推广面积超过8000万亩。

创新创新““44+X+X””种植模式种植模式——

保护性耕作更加节本增效保护性耕作更加节本增效

四平市扛牢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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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国首创以4种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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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的黑土地保护性耕作

模式基础上，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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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产田的

黑土地保护创新技术，“梨树模式”实现了跨越式

发展。

秸秆覆盖免耕种植模式。在秋季机械收获

后，将秸秆直接覆盖在地表，春季适时用免耕机

直接在苗带播种。此模式适用于土壤疏松地

块，特别是风砂区更适宜。优点是减少农机作

业次数，保护土壤，抗风蚀和水蚀，保水抗旱效

果好。

秸秆覆盖条带旋耕种植模式。在秸秆覆盖

的前提下，秸秆归行后进行苗带旋耕，保证秸秆

不掺到土壤里。条旋作业标准因地制宜，宽度通

常不大于总宽度的50%（个别区域调整到70厘米

以内），深度通常不大于10厘米（个别区域控制

在15厘米以内）。条带旋耕后必须镇压，来年春

天适时免耕播种。也可以春季条带旋耕，视土壤

墒情，秸秆归行后进行对苗带旋耕，及时镇压、播

种，达到保墒目的。此种植模式的优点是，可解

决土壤板结的问题，同时提高地温。

秸秆覆盖垄作种植模式。在适宜起垄种植

的地块，秋季机械收获后，将秸秆集中覆盖在垄

沟，春季种地前进行垄上浅灭茬，然后适时用免

耕机播种，6月末进行中耕培垄，行距60厘米左

右。这种种植模式实现了垄上增温、垄下保墒，

适用于一家一户分散种植的地块和低洼地块。

高留茬垄侧栽培种植模式（包含留茬少

耕）。在秋季收获后，地上留有一定高度的秸秆

（一般保留25厘米以上），春耕时田间不进行翻

地和机械灭茬，播种在原垄垄侧扣帮种植，减少

失墒。此技术适合地势低洼及山坡地，与传统栽

培模式相比，具有操作方法简单、省工省时、增产

潜力大的特点。

经过多年技术研究和深化实践，实施保护性

耕作的地块，优势逐步显现：蓄水保墒、培肥地

力、节本增效、生态环保。每公顷可节约成本

1000元至1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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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条至100条，是常规垄作的

6倍至10倍，黑土层物理性状指标明显改善。

建设现代农业生产单元建设现代农业生产单元——

一体化经营加一体化经营加““双保全统双保全统””

现代农业生产单元，是一体化的生产经营方

式，即：以政府为主导，由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

实施，金融、保险、粮贸、涉农企业、社会服务组织

等共同参与，是“梨树模式”的创新与扩延。

现代农业生产单元建设实行333模式。3名

人员（一个经营者、两名机手）；3套机具（一台六

行免耕播种机、一台六行条带旋耕机，一台六行

收获机）；300公顷土地（一个作业单元）。

现代农业生产单元建设引入外包与经营理

念：引入植保、粮贸等社会化服务主体，提高农业

生产的专业化水平，保障农业高效、高质量生

产。推动小规模产业的发展，实现一社一产，解

决剩余劳动力的再就业问题。外包与经营兼顾

行业各方利益，吸引了社会多方面的积极参与，

包括金融、保险、粮贸、农机、植保等社会化服务

公司，实现了强强联手，有效破解了农业生产中

存在的一些难题。

探索“双保全统”模式。“双保”是指成本保障

和产量保障；“全统”是指合作社统一生产资料、

统一种植模式、统一播种、统一田间管理、统一收

获。“双保全统”是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与被托

管农户建立的新型土地托管方式，生产投入不高

于、产量不低于周边农户，生产过程全部由合作

社等新型经营主体负责。到2023年，全县已建

成100公顷至300公顷不同规模单元40个，今年

有望突破45个，“双保全统”土地托管方式在梨

树县应用面积已突破2万公顷。

建设保护性耕作“梨树模式”“三个一”工

程。按照集中连片、合理规划、规模发展的原则，

梨树县实施了“三个一”工程，即建立10个“梨树

模式”核心基地（即现代农业生产单元），建立

100个“梨树模式”乡镇级示范基地，建立1000个

覆盖全县的“梨树模式”村级展示基地，努力打造

功能齐全的试验示范基地网络。2023年，已建

立县级试验示范基地40个、乡镇级示范基地142

个、村级展示基地915个，促进了黑土地保护配

套技术的优化集成。

农机农艺高效融合农机农艺高效融合——

专利成果填补空白专利成果填补空白

近年来，“梨树模式”不断创新农业科技研发

应用模式，以科技为支撑，率先在东北黑土区实

现了秸秆全覆盖技术“国产化”、免耕播种机具

“中国化”、耕作技术推广“系统化”。

农机装备创新升级取得新进展。为最大限

度提高“梨树模式”应用效率，结合免耕宽窄行种

植技术对农机的特定需求，四平与中国农业大

学、农机企业合作，成功研发出最新一代“梨树模

式”多功能免耕播种机，实现了一次进地同时完

成秸秆归行、条耕整地、化肥深施、精准播种等

12项作业，具有节约成本、提升产量的双重效

能，取得十多项专利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解决

了“梨树模式”技术应用与机具不匹配的难题，为

“梨树模式”落地提供了硬件支撑。

推动种植技术标准化建设。联合高校院所，

编写吉林省地方标准《玉米秸秆条带覆盖免耕生

产技术规程》、四平市地方标准《“梨树模式”黑土

地保护现代农业生产单元建设技术规程》，全面

启动了合作社管理、农机手管理等标准的制定，

使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有所遵循、标准化实施。

在推广“梨树模式”、开展秸秆科学离田和粪肥堆

沤还田方面，建立了“4+2”黑土地保护新模式。

举办梨树黑土地论坛、科技活动日、网上科

技大讲堂等活动；聘请中国农大、中科院、省农科

院、吉林农大等单位专家、教师联合行动，到村

屯、田间进行培训；联合农技推广单位，开展科研

攻关、重大技术推广活动；编制技术规程，编写技

术书籍、手册等，探讨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培

育新型职业农民。

开展“双百行动”。联合高校开展“百名硕博

进百家合作社”活动，选派100名硕博生对接100

家合作社（家庭农场），为博士硕士提供平台，已

经成功对接98对，形成技术服务团队，解决了合

作社（家庭农场）生产发展上的后顾之忧。

建立企业与农业生产者联动机制。在农机

作业技术指导、作物病虫草害防治、粮食销售储

存、信贷金融等方面，通过召开座谈会或不定期

到田间地头，提供咨询和指导，解决农业生产中

存在的问题。

建立示范推广机制。梨树县建立了县乡村

社四级田长，启动实施了县乡村三级“梨树模式”

示范工程，即“十百千示范基地”，构建起黑土地

保护与利用机制，黑土地破坏案件基本得到全面

控制，全社会齐抓共管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的氛围

基本形成。

建立技术应用补贴机制。集成现有的保护

性耕作、农技推广、农机补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培育、生态环境补贴等各项政策，制定贷款贴息、

购机补贴、保费补贴等优惠政策，加大作业补贴，

形成“一揽子”配套政策，为黑土地保护技术落地

生根提供了资金保障。

建立常态化技术宣传机制。创新宣传推广

方式，统筹科研院校和黑土地联盟示范基地的资

源力量，充分利用网络交流平台，形成覆盖东北

黑土区的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科技创新联盟，定期

邀请专家学者进行针对性授课，并通过微信公众

号发布“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的专业知识、生产建

议等，在全社会营造保护黑土地的浓厚氛围。

打造科研教育新名片打造科研教育新名片——

院地合作用好黑土资源院地合作用好黑土资源

成立四平现代农业科学院（吉林梨树黑土地

学院），作为新时代黑土地保护利用的重要阵

地。该学院一直以推进科研成果转化为抓手，以

培育农村实用人才为己任，不断改革创新，用好

黑土资源、讲好黑土故事、做好黑土教育，积极打

造四平科研教育新名片。

搭建院地合作平台。学院深化与中国农业

大学、中国农科院等的密切合作，不断拓展与中

国地质调查局、西北农林大学、南开大学、金华农

科院等科研院所的合作空间和领域，形成科研合

作矩阵，吸引更多科研院校到四平开展多学科、

多领域的科研合作。目前，中国地质调查局建立

了野外监测站，南开大学设立了中国式现代化乡

村工作站。学院还积极参与中国农业大学科研

课题申报，与中科院联合制定地方标准2个，中

科院黑土地保护研究站正在建设中。

打造科研实践平台。积极向上级部门和合

作院校等争取实践平台和基地落地落实。先后

被中组部、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农村实用人才实

训基地”，被省委组织部、省委党校纳入“一校六

院”统筹联建单位；被省农业农村厅认定为“吉林

省高素质农民培育省级实训基地”“吉林省乡村

振兴培训基地”；被省教育厅认定为“研学实践教

育基地（营地）”。每年有高素质农民、大中小学

生近5000人次在这里实训实践；中国农业大学、

吉林师范大学、八一农垦大学等39家高校和科

研院所在学院建立了研究生、大学生实践基地，

每年有近3000人在这里进行中、短期学习实践。

不拘一格广纳人才。在刚性引才上，入编入

职建设科技人才队伍。目前，已引进硕博人才

33人（占全院职工的59%），正高级农艺师4人、副

高级职称11人。在柔性引才上，不求所有、但求

所用，与合作的科研院所组建不同学科科研团队

10个，与中科院长春地理所组建保护性耕作科

研团队；与省农科院组建40人的专家团，设立10

个农科服务小院，开展科研推广工作。

实行案例教学。重点以国家百万亩绿色食

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梨树模式推广应

用、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合作经济发

展，以及全国人大代表韩凤香凤凰山农民专业合

作社、王凤伟宁浩家族农场种养殖循环模式、四

平康达农机、四平六之维草莓基地、邵亮亮大学

生返乡创业等为案例，进行现场教学，以案促教，

同时推广推介四平农业品牌。

开展沉浸式教学。打造中国黑土地博物馆、

梨树模式展览馆、百镇千品展示厅。经国家生态

环境部批准开通了黑土地博物馆线上馆，目前浏

览量达20万人次。通过讲解和现场氛围，感受

黑土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及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性，感知四平丰富的农副产品和优越的资源地域

优势，每年参观者达几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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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性耕作又有新技术新装备，一体化经营又有新基地新规模，科研成果转化又有新进展新突破—

四平全力推进“梨树模式”提档升级
本报记者 崔维利 袁松年

双辽市金玉良田稻田文创产业示范园俯瞰。李坤 航拍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梨树县百万亩绿色食品玉米标准化基地。李坤 航拍7月22日，以“黑土地保护与产能提升”为主题的“第十届梨树黑土地论坛”现场。

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王贵满在指导学生分析土壤状况。李坤 摄

遥控无人机正在为农田喷施农药。李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