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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西崇左市扶绥县岜盆乡岜盆村的农

副产品收购点热闹起来。村民纷纷将自家种植的

柠檬、茄子、豆角等果蔬送到收购点。随着一辆辆

大卡车到来，村党总支部书记黄子洲给客商当起

了向导。

曾经的岜盆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多，闲

散土地达 2000 余亩，村集体经济收入不足 5000

元。2013 年，村里开始发展种植果蔬等农产品，

奈何规模上不去，农产品无人问津。

去年以来，岜盆村推动产业向机械化、规模化

发展，打造全乡最大的农产品集散地和物流货源

通道，通过主动邀请周边 6 个村整合资金 72 万元

合作经营抱团发展，以“强村带弱村”的模式，推动

全乡村级集体经济村村达标，当年村集体经济达

190 万元，人均纯收入突破 1.8 万元，被评为首批

自治区级示范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村与村结对后，交流更多了，感情更深了，村

民钱包更鼓了。现在我们已建成的包装箱生产线

有 4 条，年生产包装箱 250 万个，年批发销售果蔬

3.5 万吨。”如今的岜盆乡群众切实感受到抱团发

展的实惠。

这样村村抱团，共同协作，一起书写共同富裕

文章的村子，在崇左市还有很多。疫情当下，如何

实现边民和村集体经济双增收，凭祥市上石镇党

委组织成立“支部互帮，干部互派，共享资源，共同

致富”的村集体经济发展联盟。截至目前，全镇

9 个村（社区）村集体经济收入均突破 50 万元，有

3 个村集体经济收入超 100 万元。

村级集体经济强不强、农民钱包“鼓不鼓”，直

接关系到乡村振兴的“成色”。近年来，崇左市聚

焦制约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资金、人才等瓶颈，注重

以“地域相邻、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引导

年集体经济收入 20 万元以上的强村开展结对帮

扶，在产业项目、劳务服务、合作发展等方面支持

帮助薄弱村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崇左市宁明县北江乡北江社区党总支部书

记李军宁最近多了一个身份——村集体经济公

司董事长。作为一个集体参股企业，周边 7 个村

（社 区）的 股 份 经 济 合 作 联 合 社 是 这 家 公 司 的

股东。

5 月 29 日，北江乡村集体经济公司揭牌成立，

公司注册资金为 200 万元，李军宁和其他 6 个村

（社区）的党总支部书记自发入股 100 万元。

“成立仅一个多月，公司单租赁服务一项收入

已达 10 万元，带动 40 位村民就近到木材加工厂就

业，预计今年收益能突破 50 万元。”李军宁对公司

的发展充满信心。

北江乡北江社区位于林业资源富集区，但由

于 山 多 地 少 ，经 济 结 构 单 一 ，制 约 村 民 增 收 致

富。今年，宁明县立足北江乡交通区位优势，培

育精深加工产业，拉长林业产业链，创新“村集体

经济+专业公司”木业经济发展新模式，统筹全

县各村集体资金 3600 万元在北江社区建设木材

加工厂。

“只有做大，才能做强。村集体经济实现‘公

司化’运营，本地群众深度参与到木业产业链的各

个环节，变观望为主动，真正享受到绿色发展的红

利。”崇左市宁明县北江乡党委书记潘国威说。

以实体化、公司化、规模化、规范化经营为重

点，崇左市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实体产业，注重培

育新型经营主体，探索村集体经济“公司化”运

营 ，构 建“ 一 村 一 品 、一 乡 一 业 ”发 展 格 局 。 目

前，全市各乡镇或村（社区）成立村级集体经济公

司 140 个，推选 125 名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

村党组织书记或“两委”干部能人担任村级集体

经济公司法人代表，选聘创业致富带头人担任村

级集体经济公司职业经理人，大力发展实体经

济，大胆创市场。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最关键的是拓宽村民

致富门路。天等县充分发挥致富能人示范带动作

用，以“能人领办”项目为抓手，积极引导致富能人

结合本地产业优势，发展适合本村的肉牛、甘蔗、

油茶、桑叶、富硒米加工等特色种植养殖项目，辐

射带动项目点所在村农户年均增收 5000 多元。

宁明县板棍乡上松村地理位置较为偏远，过

去因没有产业支撑，村里的劳动力大多外出打工，

上百亩水田成了撂荒地。今年，宁明县创新推行

“红色责任田”工作模式，鼓励有条件、有能力的农

村党员认领集体经济产业责任田。

龙州县发挥光热、水土等自然条件适宜种植

澳洲坚果优势，大力发展坚果产业，拉长坚果产业

链，打造形成坚果规模化、产业化，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截至今年上半年，崇左全市 864 个行政村（社

区）集体经济全部实现“有项目、有收入”，累计收

入 7497.2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32.85%，实现大

幅增长；511 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已经达到 5 万

元以上，比去年同期提高 352%；达到 10 万元以上

的村有 187 个，达到 20 万元以上的村有 65 个，达

到 50 万元以上的村有 19 个，超百万元的行政村有

7 个，实现了总量和质量双提升。本版编辑 徐 达 美 编 高 妍

吉林省 2021年粮食产量迈上 800亿斤台阶——

建设现代农业 保障粮食安全
本报记者 李己平 马洪超

吉林是农业大省，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

生产基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对吉林农业寄予厚望，要求吉林把保障粮食

安全放在突出位置，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这

个“耕地中的大熊猫”，争当现代农业建设排

头兵。

吉林省始终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扛在肩上、抓在手上，实施“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努力为国家多产粮、产好粮。10

年来，吉林省粮食产量连续跨上 700 亿斤、

800 亿斤台阶，2021 年达到 807.84 亿斤，增长

率居全国前十大产粮省份第一位，总产量居

全国第五位。当前，吉林省正瞄准打造“农

产品及其深加工和食品细加工”等三个万亿

元级产业目标，争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保护黑土地“藏粮于地”

9 月初，位于吉林省农安县合隆镇陈家

店村的“黑土粮仓”科技会战长春示范区，田

里的玉米棒颗粒饱满，已近成熟。玉米地

里，仍可看到一些散落的尚未完全腐烂的上

一季秸秆碎段。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

所农安基地负责人陈学文告诉记者，这片示

范区农田是中科院与吉林省的合作项目，采

用的是保护性耕作模式，以秸秆覆盖还田少

免耕、秸秆覆混还田耕作、轮耕轮作技术为

核心，协同新型肥料高效精准施用、绿色生

防技术，以实现节肥增效、培肥土壤等黑土

地保护目标。

2021 年 3 月，吉林省与中国科学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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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制定

了黑土地保护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等。

黑 土 地 对 于 吉 林 省 粮 食 增 产 意 义 重

大 。 数 据 显 示 ，吉 林 省 黑 土 地 耕 地 面 积

9811.01 万亩，占全省耕地总面积 87％。其

中，典型黑土区耕地面积 7202.4 万亩，占全省

耕地总面积 64％，贡献了全省 80％左右的粮

食产量。不过，由于耕作方式不科学，加上

风蚀、水蚀等原因，前些年个别地方出现黑

土层变薄、肥力变瘦、土壤变硬等问题，保护

黑土地迫在眉睫。

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表示，为保护好利

用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吉林省

把 7 月 22 日设立为“黑土地保护日”，并打好

“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率先启动建设东北平

原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实施农业现代化

“十大工程”，保护性耕作面积居全国之首、

五年增长 4.8 倍，农机化率达到 92%、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20 个百分点，有力保障了国家粮

食安全。

吉林省还成立由省委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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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率先

出台全面加强黑土地保护的实施意见；持续

举办黑土地保护利用国际论坛，研究探索新

路径新办法。

此外，吉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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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广秸秆覆

盖还田的黑土地保护“梨树模式”，全力把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到实处。

据 悉 ，今 年 吉 林 省 继 续 推 广“ 梨 树 模

式”，保护性耕作扩大到 3283 万亩，居全国第

一位；实施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和建设项目

230 万亩。力争到 2025 年，典型黑土地保护

面积达到 3000 万亩，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

实施面积达到 4000 万亩。

农业现代化“藏粮于技”

中秋时节，吉林省大安市海坨乡互助村

的盐碱地土壤改良试验示范基地，水稻已经

泛黄，不久就可以开镰收获。一年前，这里

还是一片盐碱地，而今在有关科研机构土壤

改良技术的支撑下，已成为丰产田。

吉林省西部的白城市和松原市盐碱地

较 多 ，多 年 来 ，这 些 盐 碱 地 几 乎 收 不 了 粮

食。随着吉林省“河湖连通”工程的推进，特

别是开展盐碱地改良治理，曾经的不毛之地

正走向草茂粮丰，成为吉林省 2030 年实现

“千亿斤粮食”工程目标的重要依托。

吉林省省长韩俊介绍，为了在更高层次

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吉林省谋划提出了

“千亿斤粮食”工程，具体实施良田建设、盐

碱地综合利用、种业振兴等“八大工程”，力

争到 2030 年粮食产量突破 1000 亿斤。

当前，吉林省正以产粮大县为依托、重

大工程为抓手、农业科技为支撑，以“良田、

良种、良机、良法”促生产，加快实施“千亿斤

粮食”工程。在良田方面，吉林省率先谋划

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累计建成高标准

农田 4300 万亩；在良种方面，支持现代种业

创新发展，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 100%；在

良机方面，推动农机农艺融合，推动粮食耕

种收全程机械化；在良法方面，主推测土配

方施肥、病虫害生物防治等技术，测土配方

施肥实现主要粮食作物全覆盖。

走进梨树县八里庙村卢伟农机农民专

业合作社大院，一台台现代化农机具整齐排

列，颇为气派。该合作社理事长卢伟介绍，

社里各类农机具已有 60 台套，覆盖耕、种、

防、收各环节，“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如今都

成了种田好帮手，农业科技助力粮食丰收作

用太大了”。

近年来，吉林省实施粮食生产全程机械

化推进行动，实施“敞开、普惠”的农机购置

补贴政策。目前，全省各类农机社会化服务

组织超过 1 万个，其中农机合作社有 6300 多

个 ；农 作 物 耕 、种 、收 综 合 机 械 化 率 达 到

92％，位居粮食主产省第二位。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种子是农业

的“芯片”。有关研究表明，良种对粮食增产

贡献率在 45%以上。近年来，吉林省突出抓

好粮种培育工作。在公主岭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吉林省鸿翔农业集团公主岭市鸿翔

种子加工有限公司总经理贺伟告诉记者，公

司今年 4 月份在此投资 4.5 亿元，开工建设

4 条果穗烘干线，年加工能力 1 亿斤以上，预

计 10 月中旬启用制种。目前，该公司自有生

产基地 3 家，与全国 11 家制种企业合作，年

制种 8000 万斤以上，年销售额达 11 亿元，销

售范围覆盖 26 个玉米主产省。

截至目前，吉林省持有效生产经营许可

证的种业企业有 320 余家，其中，育繁推一体

化种业企业有 7 家。这些企业主要在公主

岭、洮南等地以及省外的新疆、甘肃等地制

种，年制种面积稳定在 40 万亩左右，年玉米

制种约 2.7 亿斤、年水稻制种约 0.6 亿斤、年

大豆制种约 0.4 亿斤，能满足全省主要农作

物种植需求。

“农头工尾”做足增值文章

在保障原粮调出量、商品率的基础上，

吉林省近年来积极发力做好“粮头食尾”“农

头工尾”的增值文章。

鲜食玉米是吉林省近些年快速崛起的

一个重要富民产业。在吉林省公主岭农嫂

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穗穗新鲜玉米棒

经过切割、清洗、塑装、蒸煮等程序，变成真

空包装的鲜食玉米销往世界各地。

数据显示，2021 年吉林省鲜食玉米总产

值达到 32 亿元，比 2019 年翻了一番。该产业

快速发展的背后，是当地相关部门一系列的

努力——借鉴“吉林大米”品牌建设经验，吉

林省突出品牌引领，强化措施保障，加快构

建鲜食玉米生产体系、产业体系和经营体

系；依托省内玉米种子繁育技术优势，近年

来大力培育鲜食玉米优质品种，市场表现良

好；在去年发布吉林鲜食玉米团体标准之

后，吉林省今年出台了吉林鲜食玉米全产业

链团体标准⋯⋯

除了鲜食，吉林省的玉米还被当地一些

加工企业做成食用玉米淀粉、葡萄糖浆、麦

芽糊精、玉米蛋白粉、玉米原油等产品，有力

增加了附加值。即便是玉米秸秆，在吉林省

也越来越开发出其应有的经济价值。

走进长春皓月集团沃金黑牛养殖示范

基地，一幢幢标准化牛舍通透敞亮、整洁有

序，喂料机、消毒机、按摩机等设施一应俱

全。这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和畜牧业民生保供企业，已构建起以良种繁

育及肉牛养殖、反刍饲料、食品加工、生物大

健康、制革、有机肥六大产业为核心的肉牛

全产业链，年加工肉牛 100 万头。

皓月集团行政综合部外事主管徐锐告

诉记者，集团养牛一年消化玉米秸秆 750 万

吨，已成为吉林省实施“秸秆变肉”暨千万头

肉牛工程的重要力量。而且，皓月还努力通

过精深加工将一头牛“吃干榨净”，开发牛类

生化产品、保健品、皮革产品等，取得了不错

的销售业绩。

目前，吉林省已形成“四个蹄子”追赶

“四个轮子”广泛共识。去年，全省肉牛饲养

量 580.7 万头，同比增长 10.8%，创历史最好

水平。

农业大省拥有无限田园风光，这也是一

笔宝贵的文旅资源。在通化市西江镇太平

村，贡米文化园里稻海扬波、风光旖旎，稻田

里建设的 2400 米栈道层叠交错，站在中央观

景台可将这片稻田风景和远处青山一览无

余。这里不仅成为附近乡镇的一道风景，还

成为通化市知名游览区，带动了当地精品大

米、稻田鸭等销售。

从食品到工业原料、从动物饲料到医疗

保健用品，从田园风光到旅游风景区，吉林

省粮食产业在不断提升附加值的同时，也促

进了全省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首个“粤澳合作技能人才评价工

作站”日前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挂

牌。该工作站采用“含金量”颇高的澳

门旅游业与酒店业的权威认证——澳

门职业技能认可基准认证制度，经考

核合格的首批 36 名粤澳考生已同时

获颁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澳门职

业技能证明书和澳门职业技能认可基

准技能证书。

这标志着粤澳职业技能“一试多

证”专项合作正式落地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是粤澳“四通”合作——“就业

通”“社保通”“人才通”“治理通”的一

次重要实践，大大提升了粤港澳大湾

区技能人才跨区就业创业方面的便利

性。高水平认证制度的建设，也有助

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旅游服务标准

体系全面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更好地

践行“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

初心与使命。

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粤澳两地

的深度合作，首先是人的融合。以联

通促融合，除了推进三地基础设施“硬

联通”，更要打破藩篱、消除壁垒，促进

三地规则对接，实现“软联通”。其中，

扩大内地与港澳专业资格互认范围，

拓展“一试三证”范围，推动内地与港

澳人员跨境便利执业，是港澳青年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共建大湾区新家园的重要内容。

打造人才流动新机制，为跨境人才流动扫清障碍，也是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人才高地的关键。在推动高质量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要充分用好城市

群实力雄厚、国际化水平领先、创新创业活力十足等优势，

为人才跨地区、跨行业、跨体制流动提供便利条件，创造更

具吸引力的引进人才环境，实行更积极、更开放、更有效的

人才引进政策，集聚高层次、国际化、创新型人才为“我”所

用，最终形成引领全球的核心竞争力。

区域长远发展的关键在人才，得人才者得天下。以加

快推动职业资格互认为起点，粤港澳大湾区还应顺应人才

实际需求，充分激发人才活力，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水积

而鱼聚，木茂而鸟集”，应进一步建设重大产业与创新平台，

让人才有发挥所长的舞台；加强跨境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的衔接，让人才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无“后顾之

忧”；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让人才共享生态安

全、环境优美、社会安定、文化繁荣的“美丽湾区”。

广西崇左市推行“强村带弱村”模式——

抱团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本报记者 童 政

上图 8 月 24 日，吉林省

通化市江达贡米西江种植基

地，游客在田间廊道欣赏稻田。

右图 吉林长春皓月集团

肉牛养殖示范基地的标准化

牛舍。

本报记者 马洪超摄

扶绥县岜盆乡岜盆村村民种植的毛节瓜

喜获丰收。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