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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没有了传统耕作秸秆清理、旋耕
起垄，如今的保护性耕作农田上，均匀
覆盖着去年玉米秸秆，这就是秸秆还
田。

5月7日，双辽市卧虎镇浩然村的保
护性耕作农田里，天地缘农机种植养殖
专业合作社的一台台免耕播种机往来
作业，进行玉米免耕播种施肥。2020年
吉林省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网络直播
现场会在这里举行。

抗疫助农 网络直播推广保护性耕
作获数千人点赞

此次活动由省农业农村厅主办，双
辽市人民政府、双辽市农业农村局、双
辽市农机总站承办，疫情期间，利用网
络新媒体平台宣传推广农业科学技术
的新尝试，省农业农村厅农业宣传中心
利用官方政务号及网站等新媒体宣传
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现场演示免耕播
种，专家讲解技术要点，农民畅谈获益
感受。近1个小时的直播活动新媒体平
台观看量一度达60多万次，5700多人点
赞。

直播活动于当天14时准时开始，主
持人通过连线方式请省农业农村厅副
厅长张永林讲解了保护性耕作的目的
及意义。他指出，实施保护性耕作是以
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田可持续利用和
节本增效为目标，以秸秆覆盖留茬还
田、免少耕播种施肥复式作业为技术要
点，具有防治水土流失、蓄水墒、培肥地
力、节本增效、减少秸秆焚烧和温室气
体排放、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作用。
随后张永林宣布活动开始。

省保护性耕作专家指导组组长郑
铁志在直播现场介绍了我省保护性耕
作相关政策及技术模式。在农机实操
演示环节，5 台免耕播种机在田间演示
作业，农机专家与农机手、农业合作社
理事和农民进行了面对面交流，同时在
线回答了广大农友的提问。

据了解，双辽市属干旱半干旱区，
沙性土壤占耕地面积的 80%，土壤贫
瘠、风沙大的自然条件致使播种难、出
苗难。2011 年，双辽市政府专门成立
了保护性耕作技术推进机构，2014 年
全市各乡镇街道普遍推开，2018 年全
市实施保护性耕作面积达150万亩，占
玉米播种面积的 90%以上。直播现场
演示了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实际应用效
果和耕作方法，双辽市农机站总工程师

还实地讲解保护性耕作的技术要点及
耕作优势，并回答了直播过程中网友关
于黑土地保护、涵养水源、促进增产增
收方面等方面的提问。

多措施推广保护性耕作 实现藏粮
于技藏粮于地

与“旋耕起垄”的传统耕作模式相
比，保护性耕作属于一种新模式，为了
推广保护性耕作模式，我省采取了多种
措施。

今年 4 月，省农业农村厅与省财政
厅联合印发了《吉林省保护性耕作推进
行动方案（2020－2025 年）》，提出我省
重点推广秸秆覆盖还田免耕和秸秆覆
盖还田少耕两种保护性耕作技术类型，
力争到 2025 年全省保护性耕作面积占
全省适宜区域耕地面积的70%左右。

今年，全省计划保护性耕作实施面
积 1800 万亩以上，建设保护性耕作整
体推进县8个以上，建设县乡级高标准
保护性耕作应用基地30个以上。中央
和省级财政投入资金也将对保护性耕
作技术推广进行扶持。

同时，农业部门通过现场会、培训
班、微信群等多种平台开展技术指导，
为保护性耕作的顺利实施提供技术保
障。

保护性耕作在实施过程中让农民
真受益

同传统耕作模式相比，这种保护性
耕作更适合大规模机械化作业，与生态
所建立起合作关系，让天地缘农机种植
养殖专业合作社有底气购置多台免耕
机具。天地缘农机种植养殖专业合作
社是保护性耕作模式的积极践行者，在
耕种的农田上全面采用新技术，取得了
良好的经济和生态效益，成为远近闻名
的保护性耕作示范点。

合作社理事长董万金对记者说，合
作社近几年进行了大量土地流转，秸秆
处理一直困扰着合作社。采取保护性
耕作，既能解决秸秆问题，又能增加土
壤的有机质含量，还能保水增肥。

“经过不断尝试，我们已经全面掌
握了保护性耕作的核心技术，也探索出
了适合的保护性耕作机具。近年来，合
作社通过实施保护性耕作，秸秆还田，
确实培肥了地力、改良了土壤，达到了
稳产保产的效果。今年，我们合作社流
转土地300多公顷，都实施保护性耕作，
省时、省力、省资金。”董万金说。

网络直播保护性耕作
农民“网课”学习新技术

□ 本报记者 侯春强 迟瑞冰 韩琳

保护性耕作技术推
广网络直播现场会出席
的相关农技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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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保护性耕作专家指导组组长郑铁志在直播现场介绍了我省保护性耕作相关政策及
技术模式

农技人员探讨免耕播种机的优越性

免耕播种机准备演示保护性耕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