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早春，伊通满族自治县半山区的积
雪尚未消融，我踩着泥泞的山路挨家挨户敲
门，手里攥着刚拟定的《中药材种植合作协
议》，却总被担心赔钱的村民拒绝。那时我刚
当选中药材协会会长，望着漫山遍野的荒坡，
心里像压了块沉甸甸的石头。直到《吉林农
村报》的一篇报道，像一剂“良药”，治好了乡
亲们的“心病”。

转年4月，年轻的报社记者郭小宇顶着沙
尘暴来采访，镜头里我蹲在刚开垦的坡地上，
手指抠着松软的土地说：“伊通半山区的腐殖
土最适合种植中药材，可乡亲们不敢试。”稿件

《半山荒坡寻“金”记》见报后，配发的专家解读
像及时雨：省中药材研究所所长指出，伊通土
壤硒含量超国标3倍，是天然的“药库”。更让
我惊喜的是，报社协调省农技推广站，在协会
基地开办首期中药材种植培训班。

当年秋天，首批试种的30多户村民刨出第
一茬射干，根须饱满的射干在阳光下泛着金
黄。报社记者蹲守三天拍摄《药材丰收笑开
颜》，照片里村民李成山捧着药材，这张照片后
来成了协会的“活招牌”。2017年，协会基地从
300 亩扩展到 1 万亩，带动全县 13 个乡镇 520
户村民加入，荒坡上终于飘起了药香。

2018年盛夏，协会遭遇“灭顶之灾”——连
续暴雨引发山洪，300多亩板蓝根被冲毁。我
蹲在泥泞的田埂上，红了眼眶。关键时刻，《吉
林农村报》连续三期推出《救灾特刊》，不仅报
道灾情呼吁援助，更协调省相关部门专家组成

“救灾团”。专家冒雨上山勘察，提出“梯田式
种植+生态沟渠”方案，县保险公司也及时实地
踏查，对受灾农户给予一定补偿。

在报社建议下，我们注册“伊合缘”商标，
报社免费设计包装并连续报道《从土特产到地
理标志》的蝶变之路。2021年，协会会员种植
的百合，通过“吉林农村报严选”平台进入全国
商超，价格比散装货高出 40%。如今，协会产
品不仅畅销全国，还出口东南亚等国家。

2021年，报社将伊通基地设为实训基地，
每年组织200多名种植户来学习。如今，协会
基地已辐射东北14个县市，带动2000户农户
年均增收3万元。站在观景台上俯瞰，漫山遍
野的百合、射干、苍术、赤芍、半夏随风摇曳，像
给山峦披上了彩色锦缎。现在伊通已经成为
射干种苗北方最大的出口县。下一步，我们计
划打造“中药材康养小镇”。

前些日子，我整理这些年与报社的往来信
件，发现仅感谢信就写了17封。从最初的几篇
报道，到如今的全产业链扶持，我们与这张报
纸的故事，早已化作黑土地上的浓浓药香，在
乡村振兴的征程中，书写着属于中药材产业的
传奇。正如协会文化墙上那句标语：“药香传
千里，纸墨润人心。”

《吉林农村报》是一剂“良药”
马云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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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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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河口市新农人徐振家带领李炉乡农民创办田园综合体，发展观光、餐饮、民
宿、采摘等产业，成为带民致富的“头雁”。图为徐振家正在查看大棚葡萄长
势。 记者 吴连祥/摄

近年来，我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耕地保护和视察吉林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始
终站在“国之大者”的高度将耕地保
护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抓，落
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压紧压实
主体责任，着力完善工作机制，切实
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牢牢守住了
耕地保护红线。全省圆满完成“三区
三线”划定任务，划定耕地红线保护
面积10944万亩，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8202万亩。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结
果表明，吉林省是全国5个耕地增加
省份之一。2024年度国土变更调查
第一次提交调查数据成果显示，全省
实际耕地面积11179万亩，永久基本
农田面积 8205 万亩，超额完成国家
下达的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任务，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
了积极贡献。

建立健全耕地保护责任考核机
制。逐级开展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
核，足额下达耕地保护任务，落实耕
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责任。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了《吉林省市（州）级政
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加
强对市（州）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
履行情况的考核。制定了考核方案，

明确考核内容、时间安排、评分标准
和考核步骤，由省自然资源厅会同省
人社厅、农业农村厅、统计局共同实
施考核工作。考核结果由省政府印
发。在此基础上，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
考核工作的最新要求，积极研究制定
我省考核方案，从严推进耕地保护责
任落实。2023年度省级党委和政府
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
核，取得全国优秀等次，得到国家在
相关资金安排上的支持。

坚决守牢耕地保护红线。新一
轮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中划定耕地保
护红线10944万亩，较上轮规划超出
1844万亩，增幅居全国第3位。划定
永久基本农田 8201 万亩，保护任务
较上轮规划多出821万亩，保护目标
任务全部上图入库。科学开发西部
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十四五”以
来，累计垦造新增耕地约 38 万亩。

“十三五”时期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
核结果，我省排名居全国第4位。目
前全省实有耕地面积11179万亩，居
全国第4位，人均耕地约4.7亩，是全
国平均水平3倍多。

改革占补平衡管理制度。占补
平衡中耕地数量和质量补充不到位，
归根结底是制度漏洞。我省在改革

政策中明确提出，调整耕地占补平衡
管理方式，将非农建设、造林种树等
各类占用耕地行为，统一纳入耕地占
补平衡管理。建立省级统筹、市级负
责、县级落实的工作机制，坚持市
（州）范围内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质量
稳定，切实强化耕地总量管控，进一
步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牢牢守住
耕地保护红线。

加强补充耕地实施管理。规范
补充耕地实施管理是做好占补平衡
工作的关键环节和有效手段。我省
改革政策明确，补充耕地坚持以恢复
优质耕地为主、新开垦耕地为辅原
则，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环境
保护要求的前提下，国土调查成果中
各类非耕地地类，均可作为补充耕地
来源。实际工作中，补充耕地可以通
过项目或非项目形式产生。同时，进
一步优化了补充耕地指标认定方式，
由原来的四级认定流程简化为二级
认定，省级对入库补充耕地随机开展
抽查复核，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也
体现权责对等。

严格规范补充耕地指标的使用
管理，对落实耕地保护主体责任、推
动区域协调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
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改革背景下，我省
全面推进补充耕地实施的全流程信

息化监管，建立全省统一管理平台，
完善补充耕地指标挂钩和核销出库
管理。清晰划分指标市域内统筹和
跨市域调剂的适用情形和原则，进而
规范指标使用和统筹调剂管理，妥善
解决保护与保障的用地矛盾，确保耕
地总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大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突出
规划总量管控，防止城镇建设用地无
序扩张。强化计划指标管理，严格落
实“增存挂钩”机制，统筹安排新增和
存量建设用地，切实发挥指标效益。
强化政策引领，制定出台强化批而未
供土地源头预防、加强闲置土地处
置、支持和鼓励低效用地再开发意见
等多部政策文件。建立全省批而未
供、闲置土地、低效用地“一张图”，向
招商主管部门共享数据，优质地块优
先用于招商引资项目落地。严格新
增建设用地申请成片开发方案审查，
原则上新增工业项目必须使用批而
未供土地，今年年初以来核减非必要
新增建设用地申请 579 公顷。突出
闲置低效用地存量挖潜，灵活运用政
策工具，从鼓励开发、促进转让、规范
收购收回方面盘活闲置存量房地产
用地。对闲置低效工业用地，积极争
取国家政策，成功将长春市纳入全国
第二批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在分割

宗地开发或转让方面等享有更大政
策空间，在空间复合利用、用途合理
转换、容积率奖励、规划指标跨空间
单元统筹等政策上享有更多自主权，
探索“工改工”与“工改商”“工改住”
联动改造。加强开发区用地审核，优
化开发区用地布局，对批而未供土地
规模大、土地闲置率高的，坚决核减
不合理用地。提高单位土地亩均产
出效益，明确高质量发展核心指标体
系，推行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过
去五年，全省累计处置存量土地3.56
万公顷，减少新增建设用地对耕地的
占用。

有效维护土地管理秩序。强化
府院联动、行政监督与纪检监察监督
贯通协同，细化实化违法占用耕地行
为行刑衔接、非诉执行措施落实。在
全国率先出台《黑土地保护执法实施
办法》，七部门联合开展黑土地保护
执法，做到常态长效监管。落实“长
牙齿”的硬措施，严格执法监管，实行
耕地保护“网格化”监管，全省设立网
格长、网格员4.3万名，织密织牢监管
网络，实时开展耕地动态巡查，对违
法占用耕地做到“零容忍”，2023 年
全省土地卫片执法违法占用耕地面
积2745亩，较2022年下降了83.8%，
土地利用秩序持续向好。

坚守耕地保护阵地 筑牢粮食安全屏障
——我省多措并举推进节约集约用地与耕地保护

本报讯 李桂华 王英
健 报道 前些天，通榆县农
夫大田农作物种植专业合
作社新华二场的负责人邢
大林在田间巡查时，发现
原本椭圆饱满的大豆叶片
变得皱缩，植株状态一天
不如一天。心急如焚的他
赶紧联系县农业科学技术
推广站。经农技人员现场
诊断，原来是播后苗前使
用的除草剂惹的祸。

如今，连片种植的大
豆长势喜人，绿油油的豆
叶间长满了枝桠，新长出
的豆叶每一片都脉络清
晰、颜色黑绿，尽显勃勃生
机。

“今年降雨较勤，一定
要注意，排水排涝，及时清
理排水沟，除草剂要害地
块，及时加上叶面肥、生根
剂。”县农业科技推广站工
作人员深入农户当中，面
对面传授，手把手示范，解
答农户提出的问题，为农
户提供技术指导和生产培
训。此前，农技专家曾多
次深入田间地头，了解苗
情、查看长势，提醒农户要
紧密结合天气变化，及时
做好排水工作，合理补肥，
并加强病虫害防治。另
外，针对部分地块因水肥
过于充足，导致农作物长
势过盛的情况，专家特别

指出，要适时进行化控处
理，防止倒伏等现象发生。

目前，通榆县已组织
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
积极指导农户做好排涝、
病虫害防控等工作。同
时，借助微信等平台，广泛
推送农业防灾减灾技术知
识，切实提高群众的田间
管理水平。农业部门还与
气象、水利、应急管理等部
门建立紧密协作机制，实
时共享天气、水情信息，科
学合理地指导群众采取有
效防范应对措施，最大限
度降低灾害性天气对农业
生产造成的损失，为全年
粮食丰收筑牢坚实根基。

通榆：农技专家“把脉支招”护航生产

马云甫：中级农艺师，曾任伊通满族自治
县中药材协会会长、伊通县百合协会副会长。
获评“四平市优秀农村实用人才”，吉林省公信
力建设先锋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