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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7月 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省四平
市梨树县考察时强调，要认真总结和推广梨树模式，
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
保护好、利用好，使之永远造福人民。吉林省始终牢
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不断探索黑土地保护利用的
新机制、新模式、新技术和新方法，黑土地变薄、变
瘦、变硬的趋势得到了有效遏制，让黑土地成为农民
增收致富的“金土地”。

2023年，吉林省黑土耕地平均耕层较上年增厚
0.1厘米、增至20.3厘米，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较上年
提升 0.55g/kg、增至 26.86g/kg，耕地质量平均等级较
上年提高0.03等、达到4.46等。科技助力吉林全省粮
食产量连续 3 年超过 800 亿斤，2023 年达到 837.3 亿
斤，居全国第 4位，比去年上升一位。单产 958.2斤/
亩、居全国粮食主产省份第 1位，为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作出了吉林新贡献。

坚持高位统筹坚持高位统筹 强化体系建设强化体系建设

吉林省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地处世界黄金水
稻带、黄金玉米带，是世界三大黑土区之一，资源禀
赋得天独厚。全省黑土地面积 9811.01万亩，占全省
耕地面积的 87.8%，其中典型黑土区耕地面积 7202.4
万亩，覆盖了22个产粮大县。

吉林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吉林时的重

要指示精神，坚持高位统筹，持续健全黑土地保护体
系和工作机制，推动黑土地保护工作不断开创新
局面。

成立了由省委书记、省长任双组长，31个部门单
位为成员的粮食安全工作暨黑土地保护工作领导小
组，各市县也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有力地推动了黑
土地保护工作深入实施。

2018年，吉林省颁布实施了全国第一部黑土地
保护地方性法规《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为黑土
地保护提供法律依据，并分别于 2021年 5月和 2022
年6月对《条例》进行两次修订，持续推进依法保护黑
土地。制定《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法执法实施办法》，
规范黑土地保护执法工作，提高执法效能。

近年来，吉林省先后制定了《关于全面加强黑土
地保护的实施意见》《吉林省黑土地保护工程实施方
案（2021—2025 年）》《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总体规划
（2021—2025年）》等政策文件，推动黑土地保护措施
落实。

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贯彻落实情
况纳入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把黑土地保护利用
工作纳入省纪委监督体系建设试点、粮食安全责任
制考核和乡村振兴实绩考核重要内容，制定监督办
法、考核办法和督察办法，定期开展监督考核。

强化监测体系建设，建成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
测点1208个，耕地质量调查评价点1.12万个，基本实
现耕地全覆盖，及时掌握耕地质量变化，为科学开展

黑土地保护提供了数据支撑。

破解制约瓶颈破解制约瓶颈 强化科技支撑强化科技支撑

科技打造“黑土粮仓”。2021年3月，吉林省率先
与中国科学院签订框架协议并启动实施“黑土粮仓”
科技会战，探索用科技力量实现黑土地保护与粮食
产能双协同、双提升。

“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启动后，中国科学院东北
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吉林农
业大学等团队成员来到长春市农家县陈家店村，运
用“深翻或碎混+增施有机肥”等综合技术，探索改善
黑土地质量，解决黑土变“瘦”、变“薄”、变“硬”等问
题。经过几年的探索，科技会战取得显著成果。

针对黑土地侵蚀加剧、有机质和养分元素衰退、
结构改变和蓄水能力下降等问题，团队探索试验秸
秆覆盖还田宽窄行苗肥提苗深松技术、秸秆覆盖宽
窄行条耕技术、秸秆覆盖免耕+带耕技术、秸秆覆盖
—深翻交替还田耕作技术、秸秆覆混还田耕作技术
等5种模式。“这5种模式各有各的优势，农民也比较
认可，我们要区分不同模式的优劣和适用范围来进
一步推广。”团队成员黄丹丹说。

搭建科创平台，建成黑土地保护领域2个省级重
点实验室、5个工程研究中心和 1所东北黑土地保护
利用创新研究院，积极推进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

聚力科技攻关，依托省级黑土地保护重点专项
和黑土先导A类专项，累计启动 100多项课题，开展
协同攻关。建立集品种、栽培和农机一体的高产增
效保护性耕作综合技术“梨树模式 2.0”，在梨树示范
区实现玉米产量1077.94公斤/亩，创造东北地区的玉
米高产纪录。构建了“三良一体化”盐碱地高效治理
模 式 ，轻 度 盐 碱 地 水 稻 亩 产 712.65 公 斤 ，增 产
25.27%，达到超级稻产量水平。

加速成果推广，建设 3个万亩级、30个千亩级示
范基地和一批示范点，集成推广黑土地保护治理技
术和模式。启动实施“百千万”引领提升行动，累计
选取 100个乡镇、1008个村、1.01万名新型经营主体
开展黑土地保护技术示范，培育109个社会化服务组
织开展技术服务，科技成果示范效能不断提升。

强化智库支撑，聘请包括 6位院士在内的 32名
省内外专家，组建吉林省黑土地保护专家委员会，为
黑土地保护提供政策和技术保障。

拓展保护模式拓展保护模式 强化技术推广强化技术推广

来到“梨树模式”的发源地——四平市梨树县，
跟随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王贵满走进梨树县国
家百万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核心
示范区，里面有个近两米的深坑，展示土壤剖面。王
贵满指着展板上的示意图介绍，“这是用了‘梨树模
式’的土地，黑土层差不多有50厘米厚。”

“2023 年，梨树县以‘梨树模式’秸秆还田为主
体，探索实施更加节本增效的黑土地保护‘4+2梨树
模式’，即‘秸秆覆盖免耕种植模式、秸秆覆盖条带旋
耕种植模式、秸秆覆盖垄作种植模式和高留茬垄侧
栽培种植模式（包含留茬少耕）’+‘秸秆科学离田和
粪肥堆沤还田’。”王贵满介绍说。

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实践，“梨树模式”从 2007年
十几公顷的“秸秆全覆盖”试验田起步，到 2023年推
广面积达到近 21.6万公顷，占梨树县玉米耕作面积
的95%以上。吉林省系统梳理总结“梨树模式”，持续
加大推广力度。2023年，全省保护性耕作推广面积
达到3700万亩以上，比2018年翻了近5倍，稳居全国
第一位。建设县乡级高标准保护性耕作应用基地
240个以上，保护性耕作实施作业主体达到 2.6万个
以上。实行“优机优补”政策，全省免耕播种机保有
量超过6万台。利用吉林省农业机械化智慧云平台，
实现作业监测全省统一管理。开展保护性耕作培训

200多场次，培训基层推广人员 2000人以上、专业机
手 5000多人次。2024年将继续扩大推广面积，力争
达到 3800万亩以上。深入拓展保护模式，构建东部
固土保肥、中部提质增肥、西部改良培肥等保护路
径，探索建立了黑土地保护十大技术模式，因地制宜
加大推广力度，进一步培肥改良土壤，增强耕地蓄水
保墒能力。

在梨树县，创建现代农业生产单元，以相对集中连
片的300公顷土地为一个实施单元，打破土地界限，便
于农业机械化；在永吉县，探索试行“秸秆部分还田+
增施有机肥”模式，提高土壤肥力；在公主岭市，重点推
广“秸秆深翻还田+增施有机肥”技术，保水保肥，提高
地温……

补齐基础短板补齐基础短板 强化农田建设强化农田建设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优先
把黑土地建成高标准农田。对标对表总书记的重要
指示精神，吉林省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补齐基
础设施短板。出台了高标准农田建设省级实施意
见，制定了高标准农田监督检查、奖励激励、责任落
实等办法措施，建立“五位一体”监督检查管理体
系。2023年吉林省建设高标准农田791.2万亩，完成
率 209%，居全国第 3位。同步实施高效节水灌溉面
积 173.7万亩，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年度建设任务。
全省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4380.2万亩，占永久基本农
田的 53.4%。2024年截至 8月底完成工程进度 719.8
万亩，是近年建设进度最快、建设面积最多的一年。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
重要举措。近年来，吉林省不断加大灌溉排水、田块
整治、田间道路、农田电网及农田防护等高标准农田
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力度，通过实行田、土、水、路、林、
电、技、管“八位一体”综合配套建设，项目区基本实
现了“田成方、树成行、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
排”的农田生产新格局。

注重宣传引导注重宣传引导 强化氛围营造强化氛围营造

充分发挥媒体、平台等舆论导向作用，讲好吉林
省黑土地保护故事，激发农民群众参与黑土地保护
的内在动力，切实形成广泛参与、合力保护的良好
氛围。

2021年以来，吉林省连续三年成功举办黑土地

保护利用国际论坛。有关国家代表、国际组织、国内
外专家学者齐聚吉林，充分发挥黑土地保护利用国
际论坛这一平台载体作用，交流合作、展示成果，宣
介技术，发布了黑土地保护利用长春倡议、吉林宣言
和《东北黑土地保护与利用报告（2022年）》。中央电
视台《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予以播报，
进一步扩大吉林省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力。同
时，结合每年7月22日“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日”，全省
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渠道形式，开展黑土地保护系
列宣介活动，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坚持久久为功坚持久久为功 驰而不息发力驰而不息发力

黑土地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吉林省将以
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深入实施农业强
省、生态强省战略，突出黑土地保护和耕地质量提
升协同并进，在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和智慧农业
上持续发力，打造沃野千里、永续利用的黑土地“大
粮仓”。

强化综合治理，提升耕地质量。持续推动保护
性耕作“梨树模式”提质扩面，计划到 2025年发展到
4000万亩。大力推进现代化良田建设，抓住粮食生
产的“命根子”。因地制宜推广深松深翻、耕地轮作、
种养循环等保护措施，提高土壤质量，培肥耕地
地力。

强化科技创新，突出示范引领。扎实推进“黑
土粮仓”科技会战，深入开展重点领域和关键核心
技术协同攻关。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科学院的技术
合作，充分发挥 3个万亩级核心基地、30个千亩级辐
射基地试验示范作用，集成开展各类技术路径和耕
作模式示范展示，以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的鲜活
事例，充分调动农民参与黑土地保护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

强化督导考核，压紧砸实责任。严格落实耕地
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从严从实抓好乡村振兴实
绩督导考核等工作，进一步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黑
土地保护利用责任，构建完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不留死角的黑土地保护工作格局。

强化执法监督，严守保护红线。深入宣传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和《吉林省黑土地
保护条例》，依法强化黑土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
体保护，联合有关部门协同开展专项监督和执法检
查，严厉打击破坏黑土资源违法行为，坚决守住黑土
地保护红线。

（本版图文均由吉林省农业农村厅提供）

吉林吉林：：科技赋能打造科技赋能打造““黑土粮仓黑土粮仓””

“梨树模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凸显生态效益。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全国玉米栽培和黑土地保护专家王立春（右）在公主岭黑土地保护实验基地接待美国
土壤学会理事长汤普森，为其讲解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技术。

“梨树模式”百万亩核心绿色玉米生产基地无人机飞防。

吉林农业大学高强教授（右四）在梨树科技小院为学生进行田间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