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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6月，松辽大地，广袤田野，生机
勃勃。

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
国两会吉林代表团审议和到吉林视
察时，作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
争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的重要
指示。2020 年视察吉林时，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从全国看，吉林处于
农业现代化的第一方队，要争当农
业现代化排头兵。”

科学谋划，实干为先。5 年来，
我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真
抓实干做好新发展阶段“三农”工
作，进一步夯实农业基础，围绕种
子技术、耕种技术、黑土地保护、园
艺特产、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等方
面，着力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
力，坚决扛稳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
任。

2021 年，一份“优粮”的新农业
发展答卷跃然纸上——

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 800 亿
斤 ，达 到 807.84 亿 斤 ，同 比 增 加
47.24 亿斤，净增量居全国第二位，
总产量稳居全国第五位；黑土地保
护 性 耕 作 实 施 面 积 达 到 2875 万
亩，居全国首位；新建高标准农田
500 万亩、完成耕地轮作面积150万
亩；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3
个、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2个、
绿色高质高效行动示范县19个……

2022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我省始终心怀“国之大
者”，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毫不松
懈抓好春耕生产，努力率先实现农
业现代化，争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
兵，奋力实现粮食稳产增产、夺取全
年丰收。

藏粮于技
科技赋能守护“米袋子”

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
现代化。近年来，我省抓住科技兴
农“牛鼻子”，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
支撑，主要农作物基本实现测土施
肥、绿色防控、飞防作业全覆盖，农
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突破60%，农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91%。

记者走进大安市海坨乡中科佰
澳格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水稻种植
基地，十余台水稻插秧机往来穿梭，
一株株秧苗从插秧机苗盘滑落，整
齐有序插入田间，不到半个小时，一
整块水田就穿上了崭新的“绿装”。

“通过引进高速插秧机，一天插
秧30公顷，不仅提高了栽植效率，而
且秧苗损伤小，10 天左右就完成全
部水田插秧工作，真是种田的好帮
手。”公司种植部经理沈强告诉记
者。

昔日盐碱地，今日米粮川。科
技的力量将全省211万亩荒芜、废弃
的盐碱地逐步改变为良田，成为有
高效利用价值的土地资源。

“5 年来，公司致力于盐碱地改
良和现代农业综合开发，利用嫩江

水不断稀释掉土壤中的盐分，淡化
表层和熟化耕层，再施以有机肥，生
产出的弱碱性水稻深受市场欢迎。”
公司技术研发负责人高亮说，年初
基地安装了玻璃钢水渠和智能闸
门，通过电脑就可观测到排水情况，
不用再到地里来回巡视了。

今年，我省启动实施“千亿斤粮
食”工程，粮食播种面积达到8800万
亩，正常年景下粮食产量稳定在800
亿斤以上，重点地区扩大大豆种植
面积80万亩以上。

“为给农民稳产增产提供科技
支撑，全省公开发布推介年度120个
农业主导品种、58 项主推实用技
术。”省农业农村厅负责人说，目前
各地农技人员因地制宜，主推高产
水稻品种38个，主推水稻机插秧同
步测深施肥、水稻钵苗机械有序抛
秧以及稻田综合种养等多项保产增
收、增产增效技术。

截至 5 月 30 日，全省粮食作物
播种已完成99.13%，玉米、大豆播种
已基本结束，水稻已插秧94.97%。

藏粮于地
保护黑土地筑牢“压舱石”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黑土地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饭碗
田”。怎样用可持续的观念来看待
黑土地保护与利用，协调好“用地”
与“养地”的辩证关系，“梨树模式”
为我国黑土地保护贡献了“吉林方
案”。

“梨树模式”就是将玉米收割后
秸秆全部留在地里盖上一层“被
子”，第二年免耕直接播种，以减少
对土壤的扰动。同时，相当于为土
壤增加了50毫米的降水，防止珍贵
的黑土被水冲走或者被风刮跑，解
决耕地长期“反哺不够”“给养不足”
等问题。

“我这保护性耕作已有 10 多年
了，效果真是太好了。不仅春天苗
出得好，抗倒伏能力还强。大旱年
间，1 公顷地打粮高出普通农户
3000 斤。”谈及过去，梨树镇宏旺农
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张闻镝望着
垄间腐烂的秸秆，脚踩松软的黑土
地感慨道，以前这地硬邦邦的，用
手抠到 2 厘米都费劲，现在根系都
能扎到 1.5 米了，一铲子下去，还能
看到好多蚯蚓。

2021 年，梨树县率先打造“梨
树模式”升级版，以农民专业合作
社或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为实
施主体，打破农户间土地界限，以
300 公顷土地相对集中连片为一个
单元，全程机械化操作，最大限度
发挥农机具作用，整县推进实施

“梨树模式”，示范基地玉米亩产达
到 1077 公斤，创东北地区高产纪
录。

说一千，道一万，农民真正受益
是关键。

“地是我们的命根子呀！以前
不敢把它交给合作社，怕给糟蹋
了。现在放心了，光一年分红就一

万多元，我在市里打工挣钱，妻子
也在家院子里养了 20 只鸡、30 只
鹅。”八里庙村村民王晓鹏是种了
一辈子田的“老把式”，如今尝到了

“带地入社”的甜头，将自家承包的
13.5亩耕地入股梨树县卢伟农机农
民专业合作社。

保住黑土不愁粮。近年来，我
省全力以赴保护“耕地中的大熊
猫”，成立了由省委书记、省长任双
组长的黑土地保护领导小组，颁布
实施了全国首部地方性法规《吉林
省黑土地保护条例》，确定了每年7
月22日为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日，实
施“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建立了全
国首家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
站，连续举办五届“梨树黑土地论
坛”，推进人才、资金、项目等向黑
土地保护聚集。2019 年以来保护
性耕作实施面积每年新增 1000 万
亩以上。

“目前，我省正建设黑土地保护
‘一张图’大数据管理平台，构建天
空地立体监测与预警体系，探索实
施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优化提升

‘梨树模式’，确保推广面积落地落
实。”省农业农村厅黑土地保护管
理处副处长于成龙说，今年，我省
实 施 保 护 性 耕 作 面 积 力 争 达 到
3200 万亩，比上年增加 300 万亩以
上。

预计到“十四五”末期，我省保
护性耕作面积达到 4000 万亩，占全
省适宜区70%。

黑土地上书写“优粮”答卷
——我省新农业发展纪实

□ 吉林日报记者 闫虹瑾

2013年，省委、省政府做出加快
推进吉林大米品牌建设的战略部署，
正式拉开以“吉林大米”为先导的吉
林粮食品牌建设序幕。经过 9 年的
不懈努力和创新实践，围绕“品牌做
响，品质做优，农民增收，企业增效”
这一目标，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大力
实施创品牌、建联盟、制标准、搭平
台、拓渠道“五个一”工程，探索出一
条促进吉林粮食产业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新粮道”。

品牌引领，提升品质树形象。实
施“吉林大米+”战略。整合省内优质
区域品牌、重点企业品牌、特色产品品
牌，制定“吉林大米”统一标识，形成区
域、企业、产品三位一体的品牌矩阵。
政府搭平台，协会严把关，企业唱主
角，协同运作，整体推进。围绕吉林大
米稻作文化、品质特征，出版《解码吉
林大米》等书籍，大型纪录片《稻米的
故事》登陆央视频道；面向销区，在全
国30多个城市开展了100多场宣传推
介活动；综合利用传统媒体、自媒体和
吉林大米两微一网，传播品牌声音。
创新开展吉林大米“云推介”，持续扩
大吉林大米品牌影响。

联盟带动，整合资源聚合力。依
托省内大米行业龙头企业，组建吉林
大米产业联盟，统一使用“吉林大米”
标识。引导建立“联盟企业+合作
社+农户”“联盟企业+基地+农户”利
益共同体，夯实产业基础。吸收水稻
育种、产品营销、品牌策划等相关企
业共同参与，进一步完善联盟体系。
目前，产业联盟企业已发展到69家，

成为吉林大米平台搭建、品牌宣传、
产品销售、产业联动的核心骨干，在
水稻基地建设、优良品种推广、优质
产品开发、优质品率提升、营销模式
创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标准示范，追根溯源保质量。制
定颁布了高于国家标准的《吉林大米
地方标准》，“吉林稻花香”“吉林长粒
香”“吉林圆粒香”“吉林小町”等4个
市场热销品种的团体标准。围绕吉
林大米产购储加销制定了全产业链

各环节操作规范，并推出《吉林大米
收储5T标准》，确保品质稳定。依托
联盟核心企业建设中国北方粳稻种
子繁育基地，试种180多个国内外优
良品种，全面推广市场反响较好的水
稻品种。按照“来源可查明、流向可
追踪、信息可查询、责任可追究”质量
溯源要求，开发吉林大米大数据平
台，组织全省167家大米加工企业依
据质量溯源要求来提升食品安全水
平，打通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边

界，提升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度。
营销发力，创新模式拓市场。瞄

准国内销区市场，围绕吉林大米中高
端市场定位，陆续推出直营店（柜）、
电商平台、产销直通、吉田认购 4 个
版本的营销模式。规范吉林大米直
营店和专柜的形象设计、产品包装和
服务外延，对符合标准的直营店、商
超专区实施了资金奖补，持续推动吉
林大米直营店、商超专区销售体系建
设。不断深化“吉田认购”专属稻田

营销模式，搭建“吉田认购”交易平
台，完善配套设施、运营机制和服务
规范，通过“互联网+农业”“基地+市
场”“消费+体验”的营销模式，把产
品资源、产地资源有机整合，并赋之
以专属服务，实现了产品价值与生态
价值的叠加，产生了“1+1＞2”的效
果，实现了吉林大米价值链、产业链
和供应链的共建共享。

产业延伸，三产融合促升级。为
提高大米优质品率，增加优质粮食供
给，依托吉林大米联盟核心企业，向
上延伸推进基地建设，向下延伸拓展
营销渠道，以品牌为纽带，将生产、加
工、销售各环节要素紧密地连接起
来，促进了一二三产融合。涌现出了
以秀美稻田为依托，集休闲观光、文
旅娱乐、农事节庆于一体的新型农业
综合体，也吸引了一大批返乡创业的

“新农人”，成为品牌引领乡村振兴的
主力军。

与品牌建设之初相比，全省水稻
种植面积增加了近100万亩，优良品
种覆盖率超过80%，企业自有水稻基
地面积达到330万亩，中高端大米年
产量增长到 20 亿斤以上。2018 年，
吉林市被确定为2022北京冬奥会指
定用米基地；2021年，吉林大米旗下
区域品牌舒兰大米成功登上“雪龙
号”，成为中国南北极科考队指定用
米。2019-2021年，吉林大米连续三
年荣登“中国粮油影响力区域公用品
牌”榜首，并入选新华社“民族品牌工
程”，成为吉林农业“第一品牌”，闪亮
的“白金名片”。

擦亮吉林大米白金名片
□ 张维 王伯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