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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七月，位于世界“黄金玉米
带”的东北松嫩平原满眼绿色，青
纱帐里，玉米正拔节生长，生机勃
勃。

近两年，吉林为推进黑土地保
护营造新环境、研发新技术，保护
性耕作加速应用，大批青年科研人
员扎根乡村一线。农民在农业生
产上有了新追求，绿色发展理念逐
渐深入人心。保护黑土、守好粮
仓、绿色发展，中国饭碗端得更牢
更稳。

新环境：政策法律赋能 保护推
广提速

这些天，吉林省多地持续阴
雨天气，不少农田出现积水。走
进梨树县高家村的保护性耕作示
范田，地里看不到积水，泥土松松
软软。“这是保护性耕作的功劳。”
当地种粮大户杨青魁说，土壤通
透性强，玉米抗旱抗涝，产量也更
稳。

今年，梨树县近300万亩适宜耕
地采取保护性耕作，占玉米播种面
积近九成。过去，农民受传统耕作
意识影响，梨树县保护性耕作推广
一度较为缓慢。但这两年，保护性
耕作加速应用，全县300多个村建立
近千个示范基地，实现耕地保护全
覆盖。

大面积推广得益于各项政策支
持。梨树县出台十余个推进保护黑
土地的相关文件，累计投入资金近
15亿元。从政策宣传到资金使用、
技术示范，各项政策向保护黑土地
倾斜。

在依法护土上，吉林重拳出
击。2021年，查处破坏黑土资源犯
罪案件18起。《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
例》实施以来，吉林持续打击涉及黑
土地违法犯罪行为。

组织建设上也同步发力。去年
以来，成立黑土地保护工作领导小
组，设立黑土地保护管理机构，建立

“田长制”……吉林把保护责任落实
到田间地头、落实到基层组织。

种了20多年地的四平市铁东区
农民高志国说，过去只想着多打粮，
不考虑别的，但现在知道了，保护土
地人人有责。

政策推动、法规约束、舆论监
督……全社会正形成参与保护黑土
地的氛围。特 别 是 在 乡 村 ，农 民
购买免耕播种机，应用保护性耕
作……“黄金玉米带”上掀起黑土地

“保卫战”。
今年，吉林省将 12亿元保护性

耕作补贴提前拨付到各地。农安县
将补贴标准从去年每亩55元提高到
70元，大大提高农民积极性。东北
多地还将免耕播种机等保护性耕作
机具作为农机购置补贴的重点，加
大推广应用。

农安县合隆镇陈家店村大部
分土地采取了保护措施。多年保
护让村民看到了粮食作物抗灾稳
产的效果。陈家店村又陆续添置
多台免耕播种机。该村 65 岁的农
机手董桂文说，虽然岁数大了，但
为了保护黑土多打粮，大家都干
劲十足。

从 2020 年的 4000 多万亩，到
今年的超 8000 万亩，东北地区保
护性耕作面积增加 3000 多万亩。
根据《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
动计划（2020－2025 年）》，到 2025
年，东北地区 70％适宜耕地都要
采取保护性耕作措施。

新技术：“上天入地”高效精准

无人机挂载着一台小型设备绕
着农田飞行。不一会儿，方圆几平
方公里的土壤肥力数据地图就出现
在地面显示终端。这台机载设备叫
黑土地信息无人机载高光谱感知设
备。

“这些航天航空探测领域的技
术，如今用在黑土地保护上。”中科
院长春光机所精准农林创新室科研
带头人谭鑫说。借助高精度探测功
能的仪器，土壤肥力、作物营养状态
等信息实时掌握，监测效率大幅提
升。

农安县合隆镇农民使用新设备
后表示，精准掌握土地肥力数据，这
个高科技设备对生产很有帮助。

近年来，翱翔天空的“吉林一
号”卫星，活跃在农业生产领域。
它时刻关注农作物的整个生长期，
经过处理的卫星影像，可对农作物
进行长势分析、墒情分析和受灾情
况判断。如今负责运营“吉林一
号”卫星星座的长光卫星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与梨树县等地合作，应用
卫星遥感技术助力农业高质量发
展。

高科技设备助力，让黑土地保
护更加高效。地面上，科研人员也
在不断研发新技术，更精准对接农
业生产与土地保护需求。

在东辽县，中科院东北地理与
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李向楠和10
多位同事最近一直在田间观测玉米
等农作物的生长状况。

李向楠介绍，这片土地应用了

玉米套种毛叶苕子等覆盖作物的新
栽培技术，有了这些作物在垄间覆
盖，能减少水土流失，把珍贵的黑土
留在地里。

东辽县丘陵、林地多，每到雨季
土壤流失严重。“过去一些地块土层
常被雨水冲走，耕层越来越薄，影响
粮食生产。”种粮大户邱国刚说。

情况在李向楠等人到来后有所
改善。科研人员在此建立近1000亩
的生态农业研究与示范基地，多种
覆盖作物的玉米套种方案投入应
用，农田保土保肥效果明显。

去年，当地组织500多位种粮大
户来示范基地参观学习，邱国刚很
快被这些新技术折服。今年，他经
营的大部分耕地都上了新。

这是中科院开展“黑土粮仓”科
技会战在东北地区建立的示范区之

一。目前，该院上千名青年科研人
员组成“青年突击队”，扎根乡村一
线，开展黑土保护技术研究。

农业现代化关键要靠科技现代
化，加强农业基地和科研院所的合
作，让农民掌握先进农业技术。

从黑龙江的高寒黑土区，到吉
林中部的黑土地核心区，这些地方
正成为中科院、中国农业大学等众
多科研人员的技术攻关主阵地。他
们精准分区施策，尽展十八般武艺，
让各项黑土地保护技术和设备大显
神通。

新追求：越来越多农民爱上“绿
色种植”

在梨树县泉眼沟村，宏旺农机
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文镝正在
田里查看不同种植方式的作物长
势。

张文镝采取保护性耕作多年，
玉米产量保持稳定，今年他在实施
保护措施的地块上又开展米豆间作
等种植方式，试验高产高效的种植
方案。

这几年，随着黑土地保护的深
入实施，越来越多农民不再满足于
仅仅保护耕地。“保护黑土地不仅为
了防止土地退化，还要通过‘绿色种
植’实现增产增收。”张文镝说。

在梨树县，像张文镝这样采用
“绿色种植”的新农人越来越多。粮
食产量更稳、品质更高，也让粮食加
工企业等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更愿意
与张文镝这样的新农人合作。

去年以来，梨树县以300公顷集
中连片土地为一个生产单元，探索
现代生产经营方式。种粮大户采取
保护性耕作，进行标准化生产，并与
农资企业、粮食加工企业合作，串联
产业链，发展现代农业。

“规模化‘绿色种植’节本增效，
300 公顷土地农机作业成本降低 1
万多元，农资成本减少18万元，粮食
损耗减少十几万斤。”张文镝说。

近几年，农安县创建了 5.5万亩
绿色食品原料（水稻）标准化生产基
地，绿色种植技术的普及让当地农
民尝到了甜头。

在农安县小城子乡西王家村的
稻田里，稻香扑面而来。过去，农民
传统的耕作方式，使水稻卖不上
价。“现在开始注重保护好土地，开
展绿色生产。”种粮大户王在新说。

每年春季备耕期，王在新将水
稻秸秆和合作社养殖场里的鸡粪还
田。有机肥料、生物防虫，农药残留
越来越低。“土地好了，种出了绿色
水稻。”王在新说。

如今，西王家村建起水稻加工
厂，注册了品牌，每亩稻田比过去增
收上千元。王在新说，绿色种植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现在农安县建立覆盖20万亩土
地的绿色食品产地环境监测体系，
对土壤农药残留、重金属含量，水源
污染等指标进行跟踪，推进化肥、农
药减量，引导农民保护土地，绿色生
产。

吉林省还聚焦粮食作物推进绿
色防控、统防统治等技术示范推广，
全省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水稻认
证面积超500万亩。

随着黑土地保护的不断深入，
如今的黑土地上，多种黑土地保护
技术广泛应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依托绿色发展理念打品牌、搞加工，
高产高效的现代农业蓝图正在加快
形成。

保护黑土 守好粮仓
——来自东北“黄金玉米带”的田野新观察

□ 新华社记者

图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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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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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驾驶
农机进行秋收作业 。 新华社记者 张楠/摄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宋祥年，坐

落：辉南县工农街三委四组，建

筑面积：74.13平方米；用途：住

宅，产权证号：房权证辉朝字第

0003563。由配偶薛振霞继承

该房屋。其他继承人自愿放

弃。与此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对

此公告有异议的，应在公告之

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辉南县

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申

请，逾期不申请异议的，不动产

部门将为其办理继承登记。特

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房权证遗失补发公告

王家春、崔萍因不动产权

证 保 管 不 善 ，将 房 权 证 ：吉

(2019) 辉 南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1270号，房屋坐落：辉南县

朝阳镇富强街人大小区北楼 3
单元 606室，用途：住宅，面积：

91.21平方米。

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规定，

申请补发，现声明该不动产权

证书作废。与此相关的利害关

系人对此公告有异议的，应在

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

议申请，逾期不申请异议的，补

发不动产权证书。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债权债务清算公告

长春市绿园区鸿厚堂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单位拟办理注销

登记，请相关债权人 45日内持

证明材料到本单位清算组申报

债权，处理有关事务。逾期不

办理的，按相关法规处理。

联系人：赵阳

联系电话：13756076994
联系地址：长春市南关区

平阳街19号

特此公告

长春市绿园区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

2022年7月7日

遗失声明

王印财不慎将坐落兴华街

供 电 家 园 住 宅 楼 ，证 号 为

（2000）082211568，分 摊 面 积

45.26 平方米的国有土地证遗

失，特此声明。

声明人：王润才

2022年7月12日

遗失声明

刘海燕身份证丢失，证号：

220323197001202063，特 此 声

明。

遗失声明

伊通满族自治县马鞍山镇

新发村村民刘延华身份证号

22032319540921283X 遗失（伊

通满族自治县农村股份经济合

作 社 ） 股 权 证 ，证 号
N2220323MF0258487A，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张亦驰身份证丢失，证号：

220323199902156622，特 此 声
明。

遗失声明
赵 成 龙 身 份 证 号

220821198508269215警官证丢
失，警号：305119，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伊通满族自治县伊通镇吉

伊林家超市城明别苑店，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副本丢失，许可

证编号 JY12203230041646，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于春旭身份证丢失，证号：

220323200104092420，特 此 声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