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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梦田野绘新篇
——公主岭市五年来农业高质量发展记事

开栏语：
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对促进新型城
镇化建设、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具有重要
意义。本报今起在“喜迎党代会 建功新时
代”专栏下开设“吉林振兴这五年·走县域 看
发展”子专栏，以县城视角反映我省推动新型
城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的积极探索和显著成就，迎接省第十二次党
代会胜利召开。

展开公主岭五年来的发展画卷，每一次
落笔都让人心潮澎湃，每一处着墨都令人欢
欣鼓舞——

粮食总产达到60亿斤以上阶段性水平，
居全国县级前列；

粮食单产亩均1300斤以上，全国领先；
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试点70万亩，国家

高标准农田项目125.6万亩；
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95.07%，在全省率先实现农作物生产全程机
械化；

农高区项目建设如火如荼，种业科技创
新扎实推进……

一幅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
富裕富足的美丽画卷已然呈现。

万顷良田“流金淌银”
黑土地释放发展动能

5月26日，一场透雨过后，公主岭市朝阳
坡镇东兴隆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的一片农田
里，玉米苗齐苗壮。“这片地用的是保护性耕
作技术，这场雨来得很及时，改善了土壤墒
情，今年苗情不错！”理事长李振军站在田埂
上查看出苗情况。

保护性耕作技术，对于李振军来说并不
陌生。公主岭市是国家黑土地保护试点，是黑
土地保护利用整建制推进县。近年来，公主岭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黑土地保护工作，编制
黑土地保护规划，实施黑土地保护项目，加大
资金投入，持续推进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

“6年了，我流转的700多公顷土地全部
采用秸秆全面粉碎翻压还田技术，和过去精
耕细作的种植方式相比，每公顷土地可增产
10%左右。”李振军说，保护性耕作在蓄水保
墒、稳产增产上有着明显优势，还有定向补贴
政策，给农民带来了真正的实惠。

立足优势做足文章。为切实提高耕地质
量，公主岭市深入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粪
肥还田沃土、农药包装废弃物治理、农膜回收
利用等行动，全市化肥农药施用量实现负增
长，土壤肥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通过综合施策，项目区耕地地力平均提
升0.54个等级，土壤有机质平均提升3.2%，
耕层厚度平均增加10厘米，达到30.5厘米，
形成了公主岭市秸秆粉碎翻压还田综合配
套黑土地保护技术模式。2018年，此项技术
模式被农业部列为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技
术模式之一。

自2015年实施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以
来，全市共完成玉米秸秆全量粉碎深翻还田
76.9万亩，增施有机肥76.8万亩，米豆轮作5.9
万亩，养分调控22.4万亩，条带旋耕2.3万亩，
保护性耕作169万亩，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和生态效益。

金色产业蓬勃发展
玉米变身“黄金名片”

地处世界黄金玉米带的公主岭市，素有
“中国玉米之乡”的美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
赋为玉米产业发展注入了十足的底气，也为
鲜食玉米产业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面对市场的巨大需求，五年来，公主岭市
借助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春风，发挥鲜
食玉米产业基础好的独特优势，加大玉米品
种内部调整，发展甜、黏等鲜食玉米和高淀
粉、高糖、高赖氨酸等功能型玉米。高起点制
定玉米食品产业扶持政策，明晰产业定位和
发展路径，有针对性地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力
度。建设玉米食品产业园，成立鲜食玉米产
业联盟，连续召开七届玉米产业博览会，扩大
玉米食品产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长春市某知名连锁超市的货架上，吉林
省德乐农业联合社生产的鲜食玉米，每根售
价9.9元，十分走俏。一名顾客用手机扫描包
装上的二维码，企业基本情况和产品从种植、
收获到加工全过程一目了然。

利用“互联网+手机APP”，将虚拟网络
实体化，构建可追溯的现代农业产业链、生态
产品消费链和食品安全保障链，为农产品建
立溯源体系提供数据，保障百姓“舌尖上的安
全”。

通过一系列举措，公主岭鲜食玉米的知
名度、美誉度一路攀升。截至目前，全市鲜食
玉米基地发展到8.1万亩，形成了以农嫂、德
乐、祥裕、吉农绿色等规模企业为支撑的鲜食
玉米产业集群，年可生产鲜食玉米2亿穗，远
销16个国家和地区，产值达14亿元以上，带
动农民增收2000万元以上，成为百胜集团、
都乐公司等国际食品行业稳定的战略合作伙
伴。

优越的生态环境，现代农业先进的组织
化、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模式以及广阔的市场
发展前景，使公主岭市的鲜食玉米产业呈现
蓬勃发展之势。

公主岭的玉米产业已成为我省的一张
“黄金名片”。同时，恒昌玉米、新怀德酒业、九
正龙须茶等玉米加工企业也在不断壮大，玉米
食品产业由新兴产业正在向主导产业迈进。

筑牢粮食安全之基
种业创新持续发力

种子是农业生产的“芯片”，关系粮食安
全的命脉。要做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种
子是关键。

公主岭种业发展历史悠久，良好的产业
基础、雄厚的科研水平，形成了辐射东北四省
区的种子集散地和交流中心，种子企业的数
量、规模和效益都位于全国前列，被农业农村
部确定为国家现代种业产业园创建单位。

为打造东北亚种业创新高地，公主岭夯
实种业发展基础，提高种业自主创新能力，确
保良种供应安全，推进种业振兴，筑牢粮食安
全基石。

——打造种子科研基地。依托农科院科
研优势，构建院地融合发展模式，以农科院玉
米研究所科研成果转化为重点，在农科院试
验地建设新品种展示区；以农科院水稻研究
所为龙头，发挥南崴子水稻生产和加工优势，
打造万亩水稻制种基地。

——建立国家玉米新品种示范区。在农
高区内的刘房子湾沟村建立国家新品种新技
术试验示范区，承接国家玉米新品种展示评
价项目和国家玉米籽粒机械化收获项目。

——打造提升铁北种业一条街。为扩大
种业影响力，依托公主岭铁北种业一条街种
子经营业户聚集、年交易量大的优势，对铁北
种子一条街进行统一规划提升，搭建种子销
售平台。

——举办高质量种业发展论坛。以现代
种业发展为主题，将举办第八届中国玉米产
业博览会，进一步扩大种业知名度和影响力。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公主岭将以求变创
新的姿态开启新的征程，步履坚定地全面建
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新型中等城市。

吉林日报记者王伟孙翠翠

把“小木耳”做成乡村振兴“大产业”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教授李玉

喜迎党代会 建功新时代
——吉林振兴这五年·走县域 看发展

“小小的蘑菇过去帮助农民脱贫，而如今
食用菌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年近
八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教授李
玉用40年的专心研究推动食用菌产业发展，用
小小的蘑菇帮助数万农户脱贫致富，发展食用
菌产业也将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2021年2
月25日，李玉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称号。

作为我国唯一的“蘑菇院士”，李玉建立了
全国第一个食用菌多组学数据库，凭借处于世
界前列的菌类技术，成为“小木耳，大产业”的
领路人。李玉率先在国内倡导提出“南菇北
移”“北耳南扩”等食用菌产业发展战略，探索
出“科技专家+示范基地+农业技术员+科技示
范户+辐射带动农户”的食用菌科技扶贫模式。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李玉将先进的
木耳种植技术手把手教给农民。蛟河市黄松
甸镇受自然气候条件制约，无霜期短，种植农
作物产量极低。李玉了解到，黄松甸镇有栽植
木耳的传统，但长期采用粗放的栽培模式，产
量、产值一直上不去。上世纪90年代，李玉提
出要把“低温”变成优质资源，转化为适合木耳
生长的特殊条件。

黄松甸镇政府与李玉科研团队展开合作，
采用先进的技术种植木耳，经过试验田实验，
将选育的优质品种、先进实用的技术都带到黄
松甸镇并传授给农民，木耳的产量和品质都上
去了，产出的“小碗耳”深受市场欢迎。黄松甸
的农民通过多年的努力，从土坯房搬进砖瓦
房，全镇1.4万多人口，木耳产值达到27亿多
元。

在陕西柞水县，一提起玉木耳的话题，就
会有人提到李玉院士，正是他将玉木耳引入柞
水县，才使玉木耳成为如今柞水的支柱产业。

当年，李玉带领团队前往柞水县的深山老
林采集研究标本，进行菌类资源普查。通过几
个月的研究，团队掌握了当地的气候情况和大
致的木耳种类。又经过实验和对比，利用分子
育种技术对柞水本地主栽品种进行改良，选育

5种适合柞水栽培的木耳。其中,4个为黑木耳
菌种、1个玉木耳菌种，这几种木耳也是目前柞
水木耳产业集中发展的品种。

5年多来，李玉科研团队积极开展秦巴山
木耳种质资源发育与高产栽培关键技术研究，
帮助柞水县建成木耳研发中心1个、木耳菌种
生产加工基地1个、木耳博物馆1座，还建成独
具特色的“木耳小镇”，让柞水县年产木耳菌包
达1亿袋，年栽培规模维持在7500万袋左右，实
现年产值近3亿元，已有3138户贫困户依靠木
耳产业稳定脱贫。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吉林汪清、浙江庆
元、云南会泽、贵州铜仁、河北阜平……李玉
的“扶贫战队”在40多个曾经的深度贫困县
（市）留下足迹，帮助当地建立菌类支柱产业，
推动建立31个食用菌技术推广基地，扶持食
用菌龙头企业22个，帮扶800余个村、3.5万名
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彻底脱贫，年产值达350
多亿元。

“通过一些农民容易接受、便于操作的技
术来种植食用菌，从而使农民脱贫致富，只是
第一个目标。接下来，要能够通过发展食用菌
全产业链，真正达到乡村振兴。”李玉认为，虽
然我国食用菌产量很高，但真正能够形成产
业，成为像玉米、水稻、棉花等农作物一样拥有
丰富的全产业链，还有一段路要走。

2015年以来，李玉带领团队先后攻克草
菇、金针菇、杏鲍菇、北虫草、银耳、海鲜菇、绣
球菌和双孢菇的工厂化生产关键技术，发布了
12项国家、地方和行业标准，并在全国各地进
行示范推广，率队研发食用菌创新成果300余
项，这些都为发展食用菌全产业链条打下坚实
基础。

李玉院士说：“我们农科人员总要想到前
面去，更深的产业研究还在继续。”脱贫致富的
任务圆满结束，接下来要通过科研技术达到乡
村振兴、产业振兴。如何增加木耳的附加值？
李玉带领团队开始进行深加工产品的研发。

“目前，我们研发出食用菌面条、木耳冰激凌、
木耳益生菌饮料、面膜等，真正把木耳产业发
展成一条能长久致富的产业链。”

吉林日报记者冯超

誓 言 与 忠 诚
党代表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