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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筑牢““金色金色””粮仓粮仓

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使命。对于吉林来说，粮食是骄傲，更是责任。始终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摆在首
位，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是吉林的首要担当。2024年，全省粮食产量再创新高，黑土地力稳步
回升，人参产业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盐碱地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成果显著，畜牧业生产实现逆势上扬，农
产品加工业产值加快释放，吉林正不断续写黑土地上的农业传奇，绘就乡村振兴绚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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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为政首，谷为民命。

三月的吉林大地，春意渐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

坐拥享誉世界黑土带核心区、黄金玉米带和黄金水稻带，盛产白金

名片“吉林大米”、黄金名片“吉林玉米”、彩金名片“杂粮杂豆”、铂金名

片“长白山人参”、黑金名片“黑木耳”……这就是“金色粮仓”吉林。

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

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的政治责任。

初心如磐，使命必达。吉林人牢记嘱托，聚焦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

任，推进“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发展现代化大农业，让“中国饭

碗”装进更多“吉林好粮”。

成绩斐然成绩斐然

现代化大农业蓬勃发展

作为国家粮食主产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吉林用全国4%的耕

地，产出了6%的粮食，提供了10%的商品粮。全国每10斤商品粮中就有

1斤来自吉林。

回溯2024年，白山松水间的吉林农业，高光时刻接连上演，成就璀

璨如星，朝着建设农业强省目标扎实迈进——

粮食总产853.2亿斤，稳居全国第四位；

粮食单产971.7斤/亩，居全国粮食主产省第一位；

人参产业综合产值突破800亿元，居全国首位；

农产品加工业新达产项目314个，新增产值365亿元；

肉牛屠宰量实现翻番，由全国第11位跃升至第5位；

梅花鹿产业规模保持全国第一；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速居全国前列；

建设高标准农田1000万亩，是建成面积最多、建设进度最快的一年；

审定高产优质玉米、水稻、大豆新品种257个，认定非主要农作物品

种27个；

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达到94.5%，农业现代化第一方阵地位更

加稳固；

……

种植业五谷丰登，畜牧业六畜兴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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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稔年丰的背后，是勤劳朴实的吉林

人对“饭与碗”“民与国”的执着思考和笃行不怠，是对我国粮食安全作

出的重要贡献。

今年，吉林计划建设高标准农田1000万亩，粮食产量预计达到880

亿斤以上。

稳居首位稳居首位

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

如何处理好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

为破解这一难题，吉林成立了黑土地保护领导小组，设立了黑土地

保护管理机构，出台了全国首部黑土地保护地方性法规，实施了“黑土

粮仓”科技会战，在全国首创测土配方施肥手机信息服务系统，建立了

全国首家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为全省粮食产量向千亿斤目

标迈进提供了有力支撑。

黑土地形成需要日积月累，黑土地保护也非朝夕之功。从制度建

设到依法保护，从主体责任到成果转化，一连串接地气的保护举措，让

吉林在黑土地保护方面日渐成熟完善——

推进保护措施。着力推动“梨树模式”提质扩面，建设县乡级高标

准保护性耕作应用基地240个，作业主体达到2.6万个。因地制宜示范

推广耕地深松800万亩、深翻+增施有机肥500万亩、耕地轮作240万亩。

强化质量监管。构建全覆盖耕地质量监测网络，设立耕地质量长

期定位监测点1208个、调查评价点1.12万个，精准实施耕地质量监

管。组建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服务专班，常态化深入县市查摆问题，实

现项目实施县（市）、在建项目和建设内容检查“三个全覆盖”。

深化科技创新。依托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所，启动国家“十四五”

科教基础设施“黑土养护与农业综合开发研究能力提升项目”，部署实

施基础研究项目6项、重点研发项目10项、应用技术类项目2项。

开展科研攻关。启动全省黑土地保护模式评估分析，编制《吉林

省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技术汇编》。完成“黑土地保护相关机理研究”4

项、“黑土地耕地质量修复技术攻关”16项和“主要农作物新品种选育”

24项。

促进成果转化。将104项品种技术纳入全省年度农业主导品种和主

推技术。建立中部退化粘重黑土地保护与高效利用技术体系集成应用试

验示范基地4个，辐射带动35万亩。实施西部秸秆翻埋还田浅埋滴灌水

肥一体化综合技术，双辽地块实现亩产吨粮，前郭、乾安、大安、长岭4个

县示范田产量均达900千克/亩，每公顷增产3000—6000斤玉米。

如今，吉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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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面积达到4100多

万亩，居全国首位。

综合施策综合施策

守好粮食生产“命根子”

吉林87%以上的耕地是黑土地，90%以上的粮食产自黑土地。凭借

得天独厚的条件，粮食总产量不断攀上新台阶。

寸土寸金关乎国计，一垄一亩承载民生。在保证黑土地科学永续

利用的同时，如何增加耕地数量，提升耕地综合产能，进一步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

吉林人胸怀“国之大者”，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

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田长制大格局，持续完善全流程、全链条、全

覆盖农田保护机制, 切实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坚持高位推动、综合施策，多年来，吉林在耕地保护、管控、考核、监

督等环节多管齐下，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措施，坚决遏制耕地“非农

化”、防止“非粮化”，规范占补平衡管理，积极提高耕地质量，以“长牙

齿”的硬措施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守住耕地红线。

耕地进出平衡、占补平衡，前提是要有质量可靠的后备土地资源。

吉林西部依托河湖连通、引嫩入白等工程，逐步形成江河泡沼互济的生

态水网。通过“以水定地”种植水稻，“以稻治碱”涵养生态，科学谋划、

系统组织、统筹推进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工作，引进多家企业和科研院

所，共同探索盐碱地治理方式，采用物理化学等技术手段，逐步降低土

壤盐碱度。

当前，吉林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治理已完成50万亩,新增耕

地38万亩。

昔日“十年九不收”的盐碱地，如今硕果累累，由白变绿，成为吉林

粮食产量新的增长极。

百尺竿头思更进，蓄势整装再出发。希望的田野上，新一年的耕耘

已经开始，新一年的丰收正在孕育，一个物阜民丰的“金色粮仓”正在不

断“升级”,书写农业发展的崭新篇章。 （本报记者 闫虹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