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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作为粮食主产省，我省粮食产量连续
9 年超过 700 亿斤，2021 年达到 807.84 亿
斤，增长6.21%，增长率居全国前十大产粮
大省第一位，粮食总产量稳居全国第五
位，粮食单产、商品率、调出量均居全国前
列。

坚持把粮食生产作为头等大事。2022
年，我省启动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
工程，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以产粮大县为依托、重大工程为抓手、
农业科技为支撑，以“四良一智”促生产、提
产能，通过 10年左右时间，粮食产量突破
1000亿斤，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吉林
力量。

良田良种固粮基
藏粮于地促生产

广积粮谷，兴修水利，务本兴农。高标
准农田是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农田，是集
良种、农机、农艺、水利等于一体的农业综
合系统工程，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为“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提供支撑和
保障。

寒冬时节，走在榆树市保寿镇民悦农
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高标准农田上，大小
沟渠纵横交错，笔直的水泥路向前延伸，
1920亩土地平整方正。

“以前，这里的地高低不平，像蜘蛛网
似的，收割机都开不进来。经过田、土、水、
路、林、电、技、管一体化综合治理后，旱能
浇、涝能排，生产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合作
社负责人徐禹庆对记者说，今年稻谷颗粒
饱满，平均每颗稻穗上有120多粒，大穗的
能达到 150粒，每公顷产水稻产量两万斤
左右。

为进一步提升农田建设标准和质量，
我省重点在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
保护区布局，开展土地平整、田间道路、灌
排渠道、岸坡防护、农田电网等综合设施建
设。今年，全省新建高标准农田550万亩，

累计建成4580万亩；创建高标准农田示范
区30万亩，亩均投资达到3500元左右。

良田有了，作为农业“芯片”的良种也
必不可少。

驱车来到永吉县一拉溪镇新兴村九月
丰家庭农场，“国家粳稻吉林试验基地”几
个大字格外醒目。

“良田用上良种，才能多产好粮。”农场
负责人肖建波介绍，2016年，他们引进国
家粳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科研力量，每
年示范水稻品系、品种 1700多个，目前拥
有“天隆优 619”和“天隆优 649”两个高产
抗病新品种。

作为制种大省、用种大省，我省深入实
施种业振兴工程，加快推动种质资源创新
平台、生物育种联盟、良种繁育基地和公主
岭现代农业种业产业园等重点项目建设，
强化种业科研攻关，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吉字号”优良品种，大力推进“育繁
推”一体化。

目前，全省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
100%，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达到45%。培育
育繁推一体化企业 7家，创建国家级现代
种业产业园 2个、制种大县 2个、区域性良
种繁育基地1个。保存各类作物种质资源
近15万份。

“通过 10年左右时间，我省将培育综
合实力全国十强种业企业1到2家，研发突
破性品种 200个以上，实现粮食作物种子
更新换代。高标准农田基本实现粮食作物
全覆盖，将耕地质量再提升 1个等级。”省
农业农村厅工作人员说。

良机良法促粮丰
藏粮于技提产能

从“靠天吃饭”到规模化种植、科学化
管理，5G监测、植保无人机播种、水肥一体
化、测土配方施肥、保护性耕作、抗旱节水、
统防统治……依靠科技走内涵式发展道
路，我省粮食增产潜力不断释放。

记者在乾安县大遐农场高标准农田上
看到，一根根黑色的胶管纵横交错，手指粗
细的滴灌带埋在作物根部，深松整地机、免
耕播种机、卷移式喷灌机、玉米联合收割机
等大型农业机械一应俱全。

“这里的土壤属于盐碱地，通过采用水
肥一体化、测土配方施肥、浅埋滴灌等技
术，实现耕、种、收全程机械化和玉米收割
不落地，节水达到 30％，平均增产 30%左
右。”乾安县大遐农业公司董事长刘子良对
记者介绍。

今年，我省优选适合不同区域种植的
主导品种120个、主推技术58项，集成推广
精量播种、生物防控等增产增效技术，主
要农作物基本实现测土配方施肥全覆
盖，绿色高质高效示范县实现产粮大县
全覆盖。全省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
平达到 9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 个百
分点。

梨树县持续打造现代农业生产单元
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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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规模连片、规范行距、智
慧种植、产销统筹，率先实现秸秆全覆盖
技术“国产化”、免耕播种机具“中国化”、
耕作技术推广“系统化”。

“加入单元建设后，把垄距调匀了，农
机作业效率提高了一倍，苗出得也好。”看
着院内堆满金灿灿的“粮垛子”，谈起“梨
树模式”种植效果，文忱农资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姜文忱喜上眉梢，今年岗地一公顷
能收2.9万余斤，洼地也能勾到两万斤，又
是一个丰收年。

为把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
保护好、利用好，我省深入实施“黑土粮
仓”科技会战，构建起东部固土保肥、中部
提质增肥、西部改良培肥的保护路径，探
索形成秸秆覆盖还田保护性耕作、秸秆深
翻还田、水肥一体化技术等十大黑土地保

护模式，升级建设全省农业机械化智慧云
平台，累计安装保护性耕作电子监测终端
设备 4万台（套），保护性耕作县份北斗智
能终端实现全覆盖。今年，黑土地保护性
耕作面积扩大到 3283 万亩，居全国第一
位。

“通过 10年左右时间，我省将建成比
较完善的农机应用装备主体1800个，粮食
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98%左右。3000
亩以上规模经营和服务主体达到一万家，
保护性耕作占适宜区域耕地面积 70%以
上。”省农业农村厅工作人员说。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我省启动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纪实

□ 吉林日报记者 闫虹瑾

记者手记：

“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是

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稳国家

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的关键举措。

今年备春耕期间突发疫情，入夏

后又遇渍涝灾害，我省采取超常规举

措，合力攻坚克难，通过紧抓“保面

积、保物资、保人力、保进度、保安全”

促落实，为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

坚实基础，也为“千亿斤粮食”产能提

升工程建设开了个好头。

如何实现粮食产量达到千亿斤

新目标？结合我省实际情况，重点要

从产能挖潜和后备耕地开发两方面

持续发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黑

土地保护，通过良种、良机、良法和智

慧农业相配套，不断挖掘粮食增产潜

力，推动提升我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迈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