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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信心满满的还有梨树县高家
村的康达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杨青魁，距离秋收的日子越来越近，他
过上了城里人的“两点一线”的生活，
一边是合作社的农机车库，一边是他
寄予期待的玉米地。

“最近抓忙着调试收割机，‘十一
’前后就要秋收啦！”在杨青魁身后，
大片的一人多高的玉米随风摇摆，长
势喜人，将要进入收获期，许多乡亲
们都到他的玉米地里参观学习。这
几年，他的这块225亩的玉米地成了
远近闻名的参观田。“今年这块地长
势不错，丰收问题不大。”村民杨青魁
说。很难想象，十几年前这块地黄土
裸露，产量极低，是村民都不爱种的

“破皮黄”。
2007年，为保护黑土地，中国科

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和梨树县农技
推广总站的农业专家们在杨青魁这
块225亩“破皮黄”做起了试验。秋
天，杨青魁收割玉米的同时，把秸
秆粉碎铺在地里，像是给黑土地盖
上了一层棉被。第二年春天，他不
翻地不起垄，开着免耕播种机在铺
满秸秆的地里播种。然而，田里不
清秸秆不起垄就直接播种，与其他
玉米地形成了鲜明反差。一边是
农民在干干净净的地里起垄的传统
耕作模式，一边是杨青魁在碎秸秆
上直接播种的“懒汉种法”。“当年保

护性耕作还是件新鲜事，村民觉得这
样种不好玉米，都等着看我笑话。”杨
青魁说。

短短几年试验，效果逐渐显现。
如今这块地，踩上去脚感松软，用手一
抓，油亮的黑土聚成一团，用铁锹铲进
土地一翻，能看到蚯蚓在土中蠕动。
杨青魁说，土壤越来越黑，玉米产量也
逐渐提高，少施20%化肥，仍能增产
10%，“破皮黄”又成了高产田。经农
业专家连续10年监测，这块“试验田”
土壤含水量提高20%至40%，耕层0
厘米至 20 厘米有机质含量增加
12.9%，蚯蚓数量大幅增加，是常规垄
作的6倍。

回想起当初勇于“尝鲜儿”，他憨笑
着称：“真是没想到！庄稼地得到休养
了，我们农民省力、省肥了，也增产啦！”
杨青魁还记得，从前很多种地老把式，春
耕前在地里点火烧秸秆的经历，“地被烧
得通红，踩上去梆梆硬。”杨青魁说，如今
大家知道了秸秆还田的好处，再没人舍
得烧秸秆啦，它又成了保护黑土地的宝
贝儿了。

黑土地止住了退化，粮食的产量提
升了！以玉米秸秆覆盖还田技术为核
心的免耕栽培技术逐渐成熟，对保护黑
土地、稳定粮食产量起到良好效果，得
到越来越多农民的认可，“梨树模式”也
从最初的“一团火”，如今渐成了“满天
星”。

保护“耕地中的大熊猫”四平梨树有这样一群人……
白露已过，九月下旬的四

平市梨树县，一场温润的细雨
为即将到来的秋收氤氲着最后
的仪式。这个享誉全国的产粮
大县，此刻正在静默中传递着
丰收的期待与喜悦，等待子粒
灌浆的农民们，最忙碌的时刻
尚未到来，但有一群人的忙碌
已经开始……

在梨树百万亩绿色食品原
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核心
示范区地块，玉米穗迎风摇曳，
梨树县农技推广总站站长王贵
满正在参观的人群中耐心解
说，一波又一波，有外地来客持
手机现场录播，带回去当做学
习资料。这些人不远数百里考
察，只为一探“梨树模式”中的
秸秆覆盖还田和少耕免耕播
种。

而几里外，中国农业大学
梨树实验站的三楼实验室内，
中国农业大学的师生们正分析
土壤样本、梳理产量数据，力图
用更有力的数据让更多人认识
到“土地休养”带来的生机、活
力，以及由此衍生的效益。

在更远的高家村，因首个
尝试“秸秆覆盖还田”被村民笑
称“懒汉耕地法”的杨青魁正调
试设备，准备迎接又一场丰
收。而曾看笑话的乡亲也不再
当旁观者，而是不断追问和学
习他的“梨树模式”。

不同的岗位，不同地方的
一群人，却在漫长的十余年中
彼此鼓励、默契协作，最终组建
起了一个愈加庞大的“黑土地
守护联盟”，在他们的背后，是
一场坚守十余年的“黑土保卫
战”，为了“耕地中的大熊猫”，
他们长年累月，执着探索，不仅
斩获了丰硕的战果，也为吉林、
东北乃至全国的黑土地保护趟
开一条新路。

1983年，王贵满从延边农学院
农学系毕业，到梨树县农业局农业科
成为一名农业技术员。1996年，王
贵满被任命为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
总站站长，他在这个位置一干就是
24年。

梨树县是典型的雨养农业区，
“十年九春旱”是常景。不仅如此，由
于铧式犁的长期使用，频繁翻耕土壤
以及施肥结构不合理等因素，导致土
壤偏离了自然状态，曾让东北人引以
为傲的攥一把会“油”的黑土层正在
退化，土地生产力逐年下降，制约当
地粮食生产。

“但存方寸地，留于子孙耕。”王
贵满不断尝试各种方法，农技推广一
时做得风生水起，却没能完全留住黑
土地。就在他苦苦思索时，中国科学
院专家“找上了门儿”。原来，他们想
在东北建试验点，吉林省争取了这一
机遇，并推荐梨树，一是农技推广成
熟，二是梨树的土地样本丰富。

“我还记得13年前的那次会面，
印象太深刻啦！”王贵满说着，挺了挺
身子，满脸兴奋，陷入了昔日的回忆
中。当天，专家们直抒胸臆，根据东
北地温低的特点，提出“秸秆覆盖、条
带休耕”保护黑土地，让土地“喘口

气”休养生息……王贵满边听边啧啧
赞叹：“太好了！这个理论符合梨树
实际，而且普遍适合东北地域特点，
是求之不得的。”双方一见如故、一拍
即合，黑土地牵线，就此王贵满与科
研单位结下一段特殊的合作机缘。

2007年梨树县与中国科学院合
作建立了高家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
2011年又与中国农业大学建立了中
国农大吉林梨树实验站。2014年12
月，在王贵满和中科院专家张旭东等
共同倡议下，由中国农业大学牵头的

“黑土区免耕农作技术创新与应用联
盟”成立，开展联合攻关，解决困扰梨
树粮食生产多年的问题。

“这是一场守护黑土地的漫漫
‘长征’，干他20年再看看！”13年后，
再回想当初的豪情壮语，王贵满颇为
得意地说：“没用20年，我们就提前
实现了！”

从2007年梨树县高加村的一块
试验田开始，13年间，王贵满带着县
里的农技人员与实验站的教授、学
生，针对当地土壤、气候与社会经济
条件，开展玉米高产高效技术创新，
形成“高校—推广站—农户”农技推
广模式，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的同时，
指导农民科学种粮，使全县涌现出近

百个高产典型农户。13年的探索与
研究，一个较为成熟的耕作技术体
系，即“梨树模式”逐渐形成。

何为“梨树模式”？王贵满回答
说，就是在玉米种植过程中秸秆全部
还田并覆盖在地表，将耕作次数减少
到最少，田间生产环节全部实现机械
化。包括收获与秸秆覆盖、土壤疏
松、免耕播种与施肥、病虫草害防治
的全程机械化技术体系。

作为从事农业技术推广30余年
的农技人，王贵满深知，好技术要推广
出去才能实现价值。经过几年的摸
索，梨树已形成高端论坛、农民研讨和
组建技术服务队三种模式共同发力的
推广路径。2015年，“梨树黑土地论
坛”应运而生。10年来，梨树还通过组
织高产竞赛、召开农民研讨会等形式，
吸引了全县种粮大户广泛参与，让他
们成为黑土地保护的忠实“粉丝”。

今年，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又建了“2020梨树模式研发群”、5个
分片小组建立了本区域的微信技术
交流群，便于工作和技术交流，提升
工作效率。60岁的王贵满满眼憧憬
地说，他感觉到自己又踏上新的征
程，“再过20年再看看黑土地的变
化，那是何等的令人鼓舞”。

2007年以来，通过“校地融合”，推进
“科技入田”，梨树县吸引了来自各大高
校、科研机构的研究生导师及博士硕士研
究生近200人，让“梨树模式”不断得到优
化和提升。而“一站一田”就是支撑“梨树
模式”的“梧桐树”和“金土地”。

“一站”是指梨树县中国农业大学吉
林梨树实验站。实验站发挥了吸引和集
聚人才的关键作用，科研团队人数从最初
的40人发展到130人，对近几年“梨树模
式”的推广、应用、完善作用巨大。

“一田”是指位于梨树县高家村的
200亩试验田。从2007年开始，试验田
采用秸秆全覆盖耕作技术和宽窄行种植
模式，浓缩了十几年的黑土地保护研究成
果。

在中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站采
访时，没能遇到已在梨树县扎根科研10
多年的李保国教授。不过，却意外采访到
了他的学生王力——一名在梨树实验站
研究黑土地6年的博士后。

戴着无框眼镜，一张“娃娃脸”，说起
话略腼腆，然而王力却是黑土地保护方面
的实力派的高材生，也是农业领域的“明
日之星”。常年往返于北京学校与梨树田
间，致力于黑土地保护研究，他早把自己
看做“半个梨树人”。

王力的家乡在大西北风沙较多的甘

肃省，因此“插根筷子能发芽”的东北黑土
地曾带给他的童年无限的遐思与想象。

“2015年我第一次来到梨树，更深刻感知
到，几十年来，黑土层平均每年减少1厘
米，现在只剩下40厘米至60厘米厚了，
保护黑土地刻不容缓”，王力站在实验室
的黑土样本前，面色凝重地说：“要知道，
在东北地区形成1厘米的黑土层要数百
年，所以说，黑土地是真正的‘耕地中的大
熊猫’。”

从6年前扎根梨树实验站一刻起，王
力深深地感到保护黑土地的难度不小。

首先技术攻克有挑战，尽管学业有
专攻，但不存在“一招鲜吃遍天”，需要
不断攻坚突破，且永远没止境。其次，
最大的阻力来自黑土地上的农民。“我
首次入村推广免耕、少耕和秸秆还田，
真正接受的只有一位合作社的带头
人。但他也承受不小的压力，乡亲们都
坐等看他笑话，老农人劝他不该听学校
娃娃的意见……”王力说，自己不断鼓
励这位农民，但内心实则有些沮丧和委
屈。那年6月，遇到少见的干旱。所有
地都抗旱，投钱出力，而采用秸秆还田的
玉米地翻开还田的秸秆，地上潮乎乎的，
乡亲们当时就服气了，第二年大部分人
都采取了新耕作方式。

“遇到阻力大，我就用数据和事实说

话。”王力说，玉米秸秆还田，就像给黑土
地盖了一层被子，不仅可以防止风蚀水
蚀，起到抗旱保墒作用，秸秆腐烂后还可
以增加土壤有机质。土质松软，玉米根系
扎得更深了，还能抗倒伏。这也是今年秋
季遭遇三场台风，试验田依然没有倒伏的
原因所在。

据王力介绍，“梨树模式”研发了两
种技术，一种是秸杆覆盖宽窄行免耕，比
较适用于风沙干旱半干旱区域及地块，主
要分布在东北平原的西部；一种是秸秆覆
盖宽窄行条耕，比较适用于湿润半湿润地
区，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的中部平原和东
部山区。“同时，我们研发配套了高性能的
免耕播种机和条耕机，为这两种技术的快
速推广提供了保障。”

从春播到秋收，一年有半年在梨
树！像王力一样扎根梨树实验站守护黑
土地的科研学者，每年有上百人。这些来
自北京的硕士、博士，就在小小的梨树县
城将研究成果进行生产实践上的转化，并
探索出了黑土地保护的“梨树模式”。

“梨树县已经推广了200万亩，吉林
省推广了1800万亩，未来有望推广到
4000万亩。”王力说，实验站已建立了覆
盖东北四省区的“黑土地保护联盟”，有
100多合作社负责人加入其中，每天跟进
问题，随时交流。他说，6年来跟随老师、
同学与当地农民接力守望，他看到了守护
力量不断在壮大，他也相信这一磅礴不竭
的力量，最终会让黑土地留在“大粮仓”，
并世世代代耕耘下去。

黑土地带来机缘 王站长与科研单位“并肩作战”13年

保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
中国农大师生扎根实验站成了半个“梨树人”

从老习惯到新技术
农民杨青魁的225亩玉米地成了参观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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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梨树实验站

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后王力展示秸秆还田后生成
的玉米穗

王力演示手机中的“黑土地保护联盟”

实验站科研工作者正在研究土壤样本

梨树县农技推广总站站长王贵满与大学生交流

适合秸秆还田的播种设备

梨树玉米又迎来丰收年

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要加强农业与科技融合，加强农业科技创新，科研人员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让农民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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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7月22日在四平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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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视察时的讲话

两鬓斑白、面色黝黑，如不介绍，朴
实的王贵满更像农民，而非梨树县农技
推广总站站长。他不注意这些，个性使
然，更是没时间想。

约定的采访，他身在异地没赶到。
后来的采访中，又被电话铃声数次打
断。“太多人找，分身乏术，但心里高兴。
多年梦寐以求的就是‘梨树模式’被认
可、推广和学习，人多力量大，吉林人、甚
至全东北人都使劲，黑土地才能少流失，
中国人的饭碗就更安全！”60岁的王贵满
面色略有疲惫，但思路缜密。只要一聊
起黑土地，他立刻谈兴大增，无需你问，
他自娓娓道来。“我们还在完善‘梨树模
式’，它不是完美的、更不该是停滞的，同
时我们还要加大推广，让人人加入黑土
地的保护才能发挥最大效能！”采访中，
他的这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从事农业技
术推广37年，执着地守护着黑土地，已成
为王贵满人生中最大的梦想和追求。

与采访王贵满不同，年轻的博士后
王力和中年农民杨青魁更多的是充满
活力的奋进，在他们心目中，早已经做
好“接力”准备：王力驻扎梨树的数年
间，脚步已经踏遍了整个东北，而中年
农民杨青魁也成为乡亲眼中的“行
家”——老、中、青三代的“薪火相传”、
齐头并进，也正是“梨树模式”的星星之
火渐成燎原之势的力量所在！

因为他们，我们有信心看到那个曾经
傲人的东北黑土地逐渐留下，再度眷恋东
北以及世代耕作、生养在这里的人们！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报道 摄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