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是个农业大省！这一点，大家

都知道！

可是，初夏我们的这次调研，惊异

地发现：现今的吉林农业，何只一个

“大”呀！

除了粮食产量“傲视群雄”——人

均粮食占有量、人均粮食商品率、人均

粮食调出量均居全国第一。吉林农业，

还蕴含着林林总总的内容：譬如，“多”

呀、“优”呀、“美”呀、“特”呀，等等。

的确，“端牢饭碗”离不开吉林；“丰

盈餐桌”离不开吉林；“吃得健康”离不

开吉林……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吉

林，端端正正打了一副样子！

能打出这副样子，源于近些年，吉

林铆足了劲儿促农业不断“升级”。

良田、良种、良法，
让“吉字号”成了良品

初夏的白山松水，分明一幅动感的

画卷——

旋耕机从沃野上隆隆开过，插秧机

栽下一行行新绿，喷灌滴灌设施在原隰

上画出一道道绚丽的彩虹……

吉林位于世界三大黑土区之一的东

北平原。老话说：“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

筷子能发芽。”但是，过度耕作，曾让这片土

地闪起红灯：“油亮亮”变成了“破皮黄”。

“板结最严重时，拖拉机在田里直打

滑。”当时的情景，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

总站站长王贵满历历在目。他赶到北京

请来“科技明白人”，在地里扎了七天七

夜，取土样、测有机质、算耕层厚度……

“专家给出诊断结果：‘过劳症’。药

方就是——秸秆覆盖，轮替休耕……”

这一下让十里八乡炸开了锅：“不

铲、不耥，秸秆也不收，这不是懒吗？”

还真不是懒。“种田本该这样：光顾

耕，不管养，再肥的土，也得被耗干。”专

家的话让王贵满记到现在。更让他喜

滋滋的是，秋收测产时，他们那块试验

田比传统种植产量高出至少三成。

“省里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启动了

‘黑土粮仓’科技会战，重点实验室、工

程试验中心都建起来了。于是就有了

‘梨树模式’。据中国科学院试验田测

定，秸秆全量覆盖还田的地块，土壤含

水量增加了20%，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

了13%。”王贵满介绍。

“在保护黑土地这事儿上，吉林动

了真格！”吉林省农业农村厅黑土地保

护管理处副处长薛大伟掰着手指细数：

颁布实施全国第一部黑土地保护地方

性法规；成立省级和30个重点县黑土地

保护专职机构；设立1215个耕地质量长

期定位监测点……

“种地选好种，一垄顶两垄。”良田

备好了，下一步就是良种。

2024年，国家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

食产能提升行动，吉林承担了五分之一

的增量——200亿斤！

“今年国家超级稻认定结果出来

了，亩产1500斤的‘吉粳830’被列入主

推品种。”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育种

首席专家、作物所所长严永峰带调研组

来到育苗棚，“看这小嫩苗没，就是刚冒

头的‘吉粳830’，它可是从上万个种子

里选出来的，再经过反复提纯，一路过

关斩将才能在生产上应用。种子是农

业的‘芯片’，增产增效离不开它。”

“不仅高产，咱‘吉粳’小巨人品质

也没的说！”严永峰越说越自豪，“这几

年在国际大赛上连拿大奖，口感能比肩

日本越光大米，有的比越光还好。”

农业上的事，要想做大做精，还得

有“良法”——用科技来加持，这是吉林

农人悟出的另一个道道。

走进通化市辉南县朝阳镇兴德村

的蔬菜大棚，一股湿漉漉的热气直往脸

上扑：鲜嫩水灵的西葫芦、郁郁葱葱的

芹菜苗、顶花带刺的小黄瓜……一垄垄

蔬菜翠绿欲滴。

“种菜，15℃是个槛。”大棚主人郭

佳说，“这个温度以上才长得好，但俺们

这疙瘩冬天平均气温只有零下11℃，多

亏这个温室。”

郭佳踮脚轻敲棚顶，发出一声闷

响：“这是双层农业薄膜加真空隔热层，

顶上还有电动天窗，犄角旮旯全是技

术，温差能控制在0.5℃上下！”

再往里看，一排排水萝卜苗沐浴在

紫色的柔光下，好不惬意。郭佳解释：

“苗要长得好，光照也很重要。这是吉

林农业大学研发的植物补光灯，冬天里

每天照4小时，不仅能增产三成，而且长

出来的萝卜饱满圆润，味道嘎嘎香。”

“过去，吉林人冬天吃菜大部分靠外

省供。现在，我们种的菜不光自己够吃，

还能往南方送！”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

员赵福顺透着豪爽，“要问变化咋这么

大？生产方式脱胎换骨喽！如今咱吉林，

地上有免耕一体机播种，空中有无人机精

准施肥，太空里还有‘吉林一号’遥感卫

星，给耕地拍CT提供农情监测……”

良田加良种，良法配良机，“吉字

号”农产品能不叫得响？！

托得了底，卖得上价，
贴心服务让农民种上了
“放心田”

正是春耕的裉节儿上，双辽市永加

乡永加村村民赵德才却是一副不慌不

忙的样子。

“赵叔，你家补订的农资到了！”货

车碾着柏油路，从村口“突突”地驶来，

车斗里码着写有“永加村赵德才”的蓝

色化肥袋。

“这是种了多少地呀？”送货员小刘

跳下车，麻利地卸下化肥。

赵德才右手拇指和食指一比画：

“八垧多！”

“农时不等人呐。种地，最怕用不上

好种、配不上好肥。往年这时候，我开着三

蹦子往镇上来回好几趟了！现在？种子、

肥料都免费送到家！”赵德才快人快语，“这

还不算，种啥、咋种，不光有技术员上门来

培训，手机上还能直接向大专家请教！”

原来，今年双辽市组织100多位农技

专家成立了“春耕备耕服务队”，围绕测土配

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开展精准指

导。这一上门，让赵德才“涨”了不少知识。

双辽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文利

向调研组抛出一串数字：“今年，全市种

子、化肥、农药啥的储备总量超过13万

吨。请专家线上线下搞了80多场培训，

1.7万农户受益。”

吉林省供销合作社现代流通处副

处长孙媛娜告诉调研组：“为保障农资

供应，省里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出台

2025年农资打假专项打击整治行动实

施方案；通过集采直供等方式，降低农

资成本；通过网络预订、送货入户等方

式，确保农资到户……今年春耕，农资

供应，应供尽供，户户满意！”

通榆县瞻榆镇前锋村村民赵红军

春耕以来，一天也没管过地。他在干啥

呢？在做小尾寒羊收购买卖呢。

“我家40多亩地，去年全托管给‘新

农联’了。人家是行家里手！1亩地能

增产200多斤，俺们单打独斗哪有这本

事？”他答得痛快。

“新农联，是县里的土地‘保姆’。

我们把家庭农场、合作社、种植大户都

整一块，搞规模化经营。以前村民们老

抱怨，一家一小块地，有的垄行宽有的

垄行窄，没法接滴灌带，大型机械根本

使不上劲儿。这3年，新农联拢共托管

了3万多亩地，新家伙、新手段全用上

了。我们统一种、管、收，收益权还在农

民自己手里。”一旁的通榆县新型农业

主体联合会会长王建福给调研组讲解。

据统计，截至目前，吉林农业社会化

服务主体已达3.2万家，土地规模化经营

占全省播种面积超过70%。“社会化的组

织形式，有效解决了农民种地难问题，让

农业更加高效高质。”吉林大学东北与东

北亚研究院研究员李恩给出这样的结论。

高效高质，带来了什么样的效果？

农民挣到了更多的真金白银。

在通化县金斗朝鲜族满族乡金斗

村，农户孙家成向调研组亮出刚签的春

种合同：“包技术、包收购，每亩地多赚

三四百，妥妥的！”

可几年前，孙家成还守着祖辈传下

的“笨苞米”发愁：“好不容易种出来的，

按斤卖给饲料厂，卖不上价不说，遇上

滞销，还得自己四处找买家。刨去成

本，不赔钱就算好的。” （下转第四版）

●在良田里播撒良种，用良法孕出良品
●种什么有人指导，卖什么有人收购
●产业链不断延伸，农产品身价不断翻番

这么一“升级”，
吉林农业真的变了！

吉林日报、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彩练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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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5月 22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法国总

统马克龙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去年5月我访问法

国，双方一致同意弘扬独立自主、相互

理解、高瞻远瞩、互利共赢的中法建交

精神，并为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此

后，中法合作又取得许多新进展。双

方要加强战略沟通，凝聚共识。抓住

机遇，深化投资、航空航天、核能等传

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绿色、生物医

药、银发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增进

人文交流，促进人民友好。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80周年。中法

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独立

自主大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缔造者、

建设者，应该加强团结合作，共同维护

联合国权威和地位，维护国际贸易规则

和世界经济秩序，践行真正的多边主

义。国际形势越是复杂，中法越要作出

正确战略抉择，共同做维护国际秩序的

可靠力量、促进全球增长的开放力量、

引领多边合作的进步力量。

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视欧洲为多

极世界的独立一极，支持欧盟加强战略

自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重要作用，

愿同欧方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达成更

多既造福双方、也有利于世界的成果。

马克龙表示，法中、欧中关系至关重

要，具有世界意义。无论国际形势如何

变化，法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不会有任何改变。

愿同中方加强经贸投资及各领域务实合

作，保持双边关系良好发展势头，推动法

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面对快速变化的

国际形势，法方愿同中方在重大问题上

加强沟通协调，承担起联合国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的责任，防止热点问题升级外

溢，共同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欧

中应进一步密切沟通对话，维护共同利

益。

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巴以冲

突、伊朗核等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

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本报5月 22日讯（记者黄鹭）今

天，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会见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会长林蕙青等出席第63届高

等教育博览会的重要嘉宾。

黄强首先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

他说，经过33年的发展，高等教育博览

会已经成为展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成

就、推动各地区各高校之间交流互鉴的

重要平台。本届高博会在长春举办，参

会院校企业数量创历届之最，为吉林高

等教育发展集聚了人气、汇聚了力量。

当前，吉林正在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推进教育科技

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奋力推动高质量

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希望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各知名高校全

面加强与吉林合作，共同促进高等教育

高质量发展。希望各位院士专家更加

关注吉林、积极走进吉林，引导更多优

秀人才扎根吉林，推动更多产学研项目

落位吉林，让更多科研成果变成产业成

品和发展结果。

林蕙青等嘉宾表示，吉林科教人

文基础扎实、优势突出，将以此次高等

教育博览会为契机，在教育研究、学术

交流、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深化

与吉林合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推动吉

林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省领导张恩惠、李伟、孙简，中国高

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浙江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哈尔

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等知名高校领

导，两院院士代表参加会见。

厚植科教人文优势 推动吉林全面振兴
黄强会见出席第63届高等教育博览会重要嘉宾

初夏的长春，绿意葱茏，花香四溢。

5月23日，第63届高等教育博览

会（以下简称“高博会”）将在长春东

北亚国际博览中心隆重启幕。此次

高博会以“融合·创新·引领：服务高

等教育强国建设”为主题，汇聚全球

700 余家企业、千余所高校，打造教

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国家级

战略平台，是对新时代教育改革成果

的集中检阅，更是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的强力引擎。

在教育部统筹部署下，本届高博会

创下多项“历届之最”，也彰显东道主长

春市的担当与智慧。招商招展实现历

史性突破：商业展区吸引华为、宇树科

技等龙头企业，4358个展位全部完成

招展；东北振兴专区迎来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等21所顶尖高校，以及中国一

汽、长光卫星等本土创新力量。

“云上展厅”的开通打破时空界限，

通过小程序即可实时观摩论坛直播、企

业新品发布，实现“线上线下双轮驱

动”。这种立体化办展模式，既延续了

高博会33年的权威性，又注入了数字

化新动能。正如吉林省教育厅负责人

表示，“我们不仅要办一场展会，更要搭

建永不落幕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展会首次设立“AI赋能区”“直播

带岗区”，通过智能技术实现简历优

化、人岗匹配，让传统招聘活动焕发数

字活力。 （下转第四版）

汇聚高教智慧 赋能区域发展
——写在第63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开幕之际

本报记者 王秋月

本报5月 22日讯（记者黄鹭）今

天，中国—乌拉圭种牛接收仪式在长春

举行。省委书记黄强出席仪式并致辞。

黄强首先代表中共吉林省委、吉林

省人民政府，向远道而来的乌拉圭朋友

表示热烈欢迎，向农业农村部长期以来

对吉林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

说，乌拉圭历史悠久、文化多元、农牧业

发达，是最早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的拉美国家之一。2023年11月，习近

平主席与来访的乌拉圭时任总统拉卡

列共同宣布，将中乌关系提升为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并希望以此为新起点、新

坐标，将中乌关系打造成为不同体量、

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团结合作的典

范。这次种牛接收仪式见证了中乌两

国的深厚情谊。

黄强表示，吉林是中国重要的老工

业基地和农牧业大省、科教人文大省、

文旅资源大省。今年2月8日，习近平

主席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

并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我们抓住机遇、

乘势而上，勇于创新、苦干实干，在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我们

正在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

示精神，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明显进

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以造福人民

为最高价值取向，稳步促进共同富裕。

我们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

推动“千亿斤粮食”“千万头肉牛”建设

工程，做足做活“粮头食尾”“畜头肉尾”

“农头工尾”文章。2024年，全省粮食

产量达到853亿斤、再创历史新高、稳

居全国第4位；新增百万头肉牛，全产

业链产值突破2500亿元。今年一季

度，全省畜牧业产值超过300亿元，同

比增长4.4%。这些种牛交给吉林，是

信任更是责任，我们一定科学养护好、

管理好、利用好。

黄强说，加强吉林与乌拉圭交流合

作，是落实两国元首战略指引的实际行

动。吉林将聚焦农业科技、汽车制造、

轨道交通、光电信息、生物制药等领域，

与乌方深入开展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优

势互补、互利共赢，为深化中乌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贡献力量。吉林坐拥“绿水青山”和“冰

天雪地”两座“金山银山”，有中国最好

的森林、最好的矿泉、最好的粉雪。诚

邀乌拉圭朋友走进吉林，感受四季多彩

的风光，享受吉祥如意的愉悦。

乌拉圭牧农渔业部部长阿尔弗雷

多·弗拉蒂、中国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

治礼分别致辞表示，深入推进肉牛种质

资源合作符合双方长远利益，有利于中

国牧场畜群改良和乌拉圭畜牧业可持

续发展。希望以此为契机，促进中乌农

业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

黄强、张治礼还接收了乌拉圭种牛

谱系资料。

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主

持仪式并致欢迎辞。乌拉圭驻华大使

费尔南多·卢格里斯，省领导李伟、郭灵

计，中国农业农村部有关司局和省直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乌拉圭相关协会、机

构负责人参加活动。

中国—乌拉圭种牛接收仪式在长春举行
黄强出席并致辞

压题图片：在吉林省梨树县百万亩
绿色食品玉米标准化基地核心区，工作
人员在开展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

本报记者 赵博 摄

为奋进新征程提供强大精神支撑
——党的二十大以来精神文明建设成就综述

新华社播发总书记河南行记者手记

走 自 己 的 路 ，继 续 伟 大 下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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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吉韵“鹏”飞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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