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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勇担使命谋振兴

本报记者

李己平

马洪超

7 月的吉林万物勃发，城乡处处欣欣向荣。

近年来，吉林省坚决守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东

北地区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能源安全、产业安全“五大安全”底线，准确把握

吉林所处的发展定位，在吉林老工业基地振兴发

展处于爬坡过坎、滚石上山的重要关口勇挑重

担，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展现新担当、新

突破、新作为，在加快推动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的道路上勇毅前行。

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

己的粮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3 次到

吉林考察工作。在梨树县，习近平总书记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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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总书记

嘱托，吉林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努力保

护好黑土地，坚决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盛夏时节，吉林公主岭市朝阳坡镇东兴村东

兴隆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的玉米地郁郁葱葱，庄

稼长势喜人。该合作社理事长李振军说，他们采

用的是保护性耕作技术，每年玉米收获后，会将

玉米秸秆粉碎翻压还田。此举可以改善土壤墒

情，促进农作物生长，有利于保护黑土层。同过

去的种植方式相比，现在种玉米使用的化肥量少

了 20%，但增产 10%，还可享受有关补贴政策，经

济效益明显。

为保护好黑土地，吉林成立了由省委书记、

省长任双组长的粮食安全工作暨黑土地保护工

作领导小组，压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颁布实施

地方性法规《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吉林与中

科院合作实施“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启动建设

3 个万亩核心示范基地和 30 个辐射示范点。不仅

如此，吉林还组织开展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土

壤养分调控、深翻深松、坡耕地治理等综合治理

保护工作，大力推广“梨树模式”，全力把“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落到实处。

得益于对黑土地的有力保护，吉林省农业基

础不断夯实，保护性耕作面积居全国第一位，2021

年达 2875万亩，5年增长 4.8倍；主要农作物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92%，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突破

60%，2021 年粮食产量迈上 800 亿斤台阶；今年，长

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获批建设，吉林

农业现代化在全国的第一方阵地位更加稳固。

作为粮食产量全国第五位的产粮大省，吉林

仍有待摆脱“粮食大省、财政小省”的困境。在全

国第一产粮大县榆树市，当地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现在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产粮大县财政

补贴，种粮农民有数量可观的直补。“国家需要我

们种好粮，我们一定让党和人民放心。”

不仅如此，吉林省近年来也积极发力粮食的

二三产，做好“农头工尾”“粮头食尾”的增值文章，

在保障调出量、商品率的基础上，从食品到工业原

料、从动物饲料到建筑材料、从医疗领域到护肤品

等，深加工产业大幅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

在提高口粮品质方面，吉林下足功夫。吉林

大米、吉林鲜食玉米、杂粮杂豆品牌建

设取得明显成效。“十四五”时

期，吉林省把农产品及其深

加 工 和 食 品 细 加 工 作

为万亿元级产业目

标予以重点打造，

强化政策赋能、

科 技 赋 智 、人

才赋力，努力强化责任担当，探

索现代农业发展新路。

做优做强制造业

从 2017 年销售 4702 辆到 2021 年销量突破 30

万辆，中国一汽红旗品牌 4年间销量增长 63倍。汽

车制造是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汽车产业链长

的特点使其经济带动作用尤其突出。吉林是我

国的汽车强省，老工业基地振兴离不开汽车产业

发展的带动，而自主品牌汽车水平提升就是其中

一个重要标志。

2020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长春市一汽集

团研发总院，指出“我们要成为制造业强国，就要做

汽车强国”。他强调，推动我国汽车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必须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自

主研发，实现技术自立自强，做强做大民族品牌。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吉林全力推进各项改革

举措。

将红旗品牌从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剥离，

由一汽集团总部直接运营；重塑组织架构，成立

了产品规划及项目部、研发总院、造型设计院、新

能源开发院、智能网联开发院，形成研发体系；

2021 年 6 月，运用最新智能制造技术、标准产能 24

万辆/年的一汽红旗繁荣工厂落成⋯⋯

将 7 月 23 日确定为“吉林省汽车产业创新

日”；及时协调解决汽车供应链配套链堵点问题；

支持一汽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支持长春市建设世

界一流国际汽车城⋯⋯

吉林省在聚焦建设现代新型汽车和零部件

这一万亿元级产业目标的同时，还在装备制造、新

兴产业和创新发展方面不断交出亮眼成绩单——

北京冬奥会期间，中车长客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

车组圆满完成联通 3 大赛区任务；今年 5 月，“吉林

一号”卫星又一次升空，“吉林一号”星座在轨卫星

已达 54 颗，是我国目前最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

2021 年吉林创新型省份建设获批，是全国第 11

个、东北地区首个获批省份。汽车产业突出、多

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吉林现代产业格

局正加速形成。

把“冷”资源做“热”

夏日的查干湖碧波荡漾，

芦 苇 摇 曳 ，百 鸟 翔 集 。

近年来，吉林省坚持

从系统工程和全

局角度治理查

干 湖 ，东 岸

引 来 水 库

水，西岸修建农田退水自然沉降

区，北岸进行湿地恢复。经过一系列

治理举措，查干湖水更清了，鱼更肥了，

周边的百姓更富了。

来过吉林的人无不对当地生态环境大

加赞赏。吉林省东部多山、中部是平原、西

部多沼泽湿地，是全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

省份之一。东有虎豹山林长啸，中有梅花鹿平

原竞逐，西有白鹤湿地起舞，人们在吉林省可以

欣赏到不一样的风景。

吉林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

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

“两屏两廊”生态安全格局。近 5 年，吉林全面建

设 生 态 强 省 ，空 气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从 82%提 高 到

94%，优良水体比例从 68.8%提高到 76.6%。

2021 年，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名单公布，东北

虎豹国家公园名列其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

的野生东北虎、东北豹数量已由 2017 年试点之初

的 27 只和 42 只，分别增长至如今的 50 只和 60 只

以上。数据显示，吉林省共有野生动物 4900 余

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36 种，其中国家一级

保护野生动物有 36 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有

100 种。

吉林省地处祖国东北方，夏季温度适宜，是

避暑好去处。每年夏季吉林都会举办各类消夏

节吸引人们前来旅游。吉林还拥有得天独厚的

冰雪资源。截至目前，吉林省已经形成“西冰东

雪”产业格局，长吉都市冰雪运动与休闲度假、大

长白山冰雪生态度假 2 个产业集聚区初具规模，

以查干湖等为核心的“冰经济”效应初显，“查干

湖冬捕”每年都会吸引大量游客前来一睹为快。

绿水青山、冰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立足自

身优越的资源禀赋，吉林省着力打造冰雪产业和

避暑旅游万亿元级产业，近年来出台《关于做大做

强冰雪产业的实施意见》，制定《吉林省冰雪产业高

质量发展规划（2021—2035 年）》；完善设施条件、

扩大产业规模，建设滑雪场 54 家，单日最大接待量

达到 10万人次，吉林的“冷”资源正在“热”起来。

进入“十四五”时期，吉林省在建设农产品及

其深加工和食品细加工、现代新型汽车和零部

件、冰雪和避暑休闲生态旅游 3 个万亿元级产业

目标上不断发力，推动吉林振兴发展进入上升期

和快车道，坚决守住“五大安全”底线，努力在服

务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体现新担当，在走出一条

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

发展新路上实现新突破，在加快推动新时代吉林

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征程上展现新作为。

夏日里的一场雷阵雨过后，吉林四平

市梨树县农田里的玉米叶越发油亮了。

在该县农技推广总站，站长王贵满正在办

公室与同事们商讨黑土地保护“梨树模

式”升级版——“现代农业生产单元”的有

关推进事宜。

梨树县位于素有世界“黄金玉米带”

之称的松辽平原腹地，是全国重要的产粮

大县。前些年，时任县农技推广总站副站

长的王贵满发现，虽然粮食产量在提高，

但是家乡的黑土地却因过度开垦和过量

使用化肥而板结。春季时大风常把田地

“剥掉”一层皮，黑土地在变薄变瘦。对

此，王贵满深感忧虑，他多方联系农业领

域有关专家探寻保护黑土地的良方。

2007 年，他联合有关专家在梨树县梨

树镇高家村租到一块“破皮黄”田地，探索

在玉米收获时秸秆覆盖地表、玉米种植时

免耕少耕等手段，以防风固土、培肥地力、

抗旱保墒、节本增效。他还跟中科院有关

院所研究人员一起研制出专门的免耕播

种机。

10 年的耕作试验下来，这块试验田的

土壤含水量从 20%增加到 40%，减少土壤

流失 80%；耕层 0 至 20 厘米有机质含量增

加近 13%，每平方米蚯蚓有 60 条至 100 条，

远超常规农田里的蚯蚓数量；化肥用量减

少，但粮食产量得以增加。

看到保护性耕作的优异表现，周边的

村民和种植大户纷纷效仿。高家村种植

大户杨青奎告诉记者，通过秸秆覆盖还田

免耕，他家一垧（15 亩）玉米地比过去增效

2000 多元，增产 2000 多斤。

据悉，今年梨树县推广“梨树模式”的

耕地达 280 万亩，占当地玉米播种面积的

85%。“一开始，我想用 20 年时间取得实验

成果，切实为黑土地保护做点事，没想到

这个试验‘开花结果’的时间提前了。”王

贵满说，自己赶上了黑土地保护的好时

候，干劲更足了。

近 两 年 ，王 贵 满 及 其 团 队 在 考 虑 将

“梨树模式”升级，打造“现代农业生产单

元”——以相对集中连片的 300 公顷耕地

作为一个单元，采取调整垄距、导航作业

等措施，吸引金融、粮贸、粮食加工和农机

等领域企业广泛参与，推进生产过程标准

化、规模化、现代化。在王贵满看来，此举

如推广顺利，可有力促进黑土地保护和现

代农业生产体系对接，更好实现农地保

护、农业增长和农民增收。

梨树示范地提质升级
本报记者 马洪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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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一汽集团红旗繁荣工厂里的工人在

进行生产作业。 （新华社发）

图② 游客在查干湖冰面上近距离观看冬

捕盛况。 新华社记者 颜麟蕴摄

图③ 吉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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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玉米生长

正旺。 本报记者 马洪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