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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816.16亿斤背后的丰收“密码”
——我省粮食生产连续两年超过800亿斤发展纪事

农业是我省的最大优势，是全
省振兴发展的根基。近年来，我省
粮食产量连续跨上700亿斤、800
亿斤两个大台阶，以占全国2%的
国土面积贡献了5.92%的全国粮
食产量，粮食单产、人均占有量、商
品量、调出量连续多年占全国前
列，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

“压舱石”。
据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

2022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
816.16亿斤，连续两年超过800亿
斤，比上年增加8.32亿斤，净增量
居东北三省第一位。全省粮食单
产940.52斤/亩，高出全国平均水
平21.58%，在全国粮食主产省份
中位列第一。

藏粮于地
夯实粮食安全之基

作为全国粮食主产区和粮食
净调出省份，我省毫不放松抓好粮
食生产，坚决实施“藏粮于地”战
略，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建设高标准
农田和黑土地保护力度，为全年粮
食大丰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寒冬时节，行进在梨树县乡
间，道路两旁，收割完玉米被秸秆
覆盖的黑土地一望无际。走进梨
树县白山乡达利农业机械农民专
业合作社，映入眼帘的是满院金灿
灿的“粮垛子”和检修维护后排列
整齐的大型农机具。

“同传统耕作模式相比，玉米

秸秆免耕种植技术不仅能解决秸
秆问题，还能减少农药、化肥投入，
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起到蓄水保
墒、培肥地力的效果，长出来的玉
米叶片宽大、秸秆粗壮。”合作社理
事长董雅丽望着垄间腐烂的秸秆，
脚踩松软的黑土地感慨道，得益于

“梨树模式”，玉米每公顷产量从
1.8万斤增加到现在2.3万斤以上，
一亩地能增产近20%，一年比一年
好呀！

2022年，梨树县持续打造现
代农业生产单元建设，以农民专业
合作社或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
体为实施主体，打破农户间土地界
限，以300公顷土地相对集中连片
为一个单元，全程机械化操作，整
县推进实施黑土地“梨树模式”。

为确保黑土地资源永续利用，
我省深入实施“黑土粮仓”科技会
战，与中科院签订框架协议，开展
黑土地退化阻控等150个课题研
究，建设3个万亩级、30个千亩级
示范基地。在西部示范推广盐碱
地治理与高效利用等相关技术20
万亩。强化保障体系建设，成立粮
食安全暨黑土地保护工作领导小
组，颁布《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
例》，先后制定出台全省黑土地保
护总体规划、实施意见、考核评价
办法、督察办法等，构建起较为完
备的工作推进体系。

“在全省46个县推广‘梨树模
式’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保护性耕

作模式，初步构建了东部固土保
肥、中部提质增肥、西部改良培肥
等保护路径，探索形成了秸秆覆盖
还田、深翻还田、碎混还田等十大
黑土地保护模式，并在不同区域、
因地制宜加大示范推广力度。”省
农业农村厅黑土地保护管理处处
长刘彦佐说。

在保护黑土地的同时，我省还
以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粮食生产
功能区、重要农产品保护区和大中
型灌区为重点，围绕“田、土、水、
路、林、电、技、管”8个方面，因地制
宜分区施策，在长白山林农区、东
部低山丘陵区、中部台地平原区、
西部冲积平原区，打造10个建设规
模15万亩，亩均投资标准达到3500
元以上的“绿色生态型”“浅山宜机
型”“智慧高产型”“节水高效型”高
标准农田示范区，引领全省高标准
农田建设提档升级，真正实现旱涝
保收、高产稳产、生态友好。

2022年，全省实施保护性耕
作面积达到3283万亩，是2012年
的14.2倍，稳居全国第一位；新建
高标准农田550万亩，创历史新
高。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4400万
亩，占全省永久基本农田的53%。

藏粮于技
促进农业高质高效

农机农艺结合，良种良法配

套。为促进粮食生产高质高效，
2022年，全省围绕粮食生产目标，
持续强化“藏粮于技”，狠抓科技支
撑和防灾减灾，公开发布了主推技
术58项、主导品种120个，绿色高
质高效行动示范县实现产粮大县
全覆盖，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水平达到93%，主要农作物良种覆
盖率100%，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达
到45%，努力让农民用更好的技术
种出更好的粮食。

现在正值种子加工生产旺季，
在公主岭市吉农高新种子加工车
间内，三条玉米种子加工线正在加
班加点工作，每天加工50万斤玉
米种子，为今年粮食增产提供了有
力品种支撑。

“这些种子都是由省农科院自
主研发的新品种，抗性好、产量高、
密植好。”吉林吉农高新技术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仓储加工部部长臧
宏图自信满满地说，这条加工线是
目前东北三省甚至国内最先进的
一条线，选出的玉米种子籽粒饱
满，包衣效果达到市场上的最高水
平。

作为制种大省也是用种大
省，我省高度重视现代种业发展，
不断夯实种业发展基础，提高种
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推进种业
振兴，确保良种供应安全。全省
先后创建2个国家级现代种业产

业园、2个国家级制种大县、1个国
家级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认定7
个省级种子（苗）繁育基地，科研
院校和企业在海南建立近6000亩
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全力保障育
制种工作开展。

“每年种业企业在省内和省外
建立制种面积近40万亩，生产加
工种子近4亿斤，有效满足了全省
农业生产用种需求。”省农业农村
厅种业管理处处长郑清说，2022
年审定通过完成试验程序的主要
农作物新品种达到269个。

与此同时，2022年我省还在
抗灾保产量上下功夫，积极应对春
季局地阶段性干旱、大风冰雹、低
温寡照、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影
响，省农业农村厅派出“干部+专
家”模式的技术包保指导组、成立
15个驻县排涝指导小分队，全省
派出技术指导人员19.2万人次，排
出田间积水277.86万亩，喷施速效
肥料和植物生长调节剂225.91万
亩，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有效
确保了作物安全成熟。

“为加强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监
测防控，我省积极开展重大病虫害
飞防作业5053万亩次、绿色防控
面积4721万亩，成功实现‘虫口夺
粮’。”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
处处长王永煜说。

吉林日报记者 闫虹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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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收割现场。

梨树县持续打造现代农业生产单元建设，以300公顷土地相对集中连片为一个单元，全程机械化操作。资料图片

“中法文化之春-漫游新世界
IP创新设计大赛”

吉林动画学院学生
斩获三大奖项

近日，“中法文化之春-漫游新世界首届IP创新设计大
赛”获奖名单揭晓，吉林动画学院4名学生在此次大赛中荣获
三大奖项。

“中法文化之春”创立于2006年，是中国与法国之间举
办的一项经常性的文化交流活动，旨在通过多元化的艺术
表现形式全面推进中法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漫游新世界
首届创新设计大赛”作为“中法文化之春”系列活动动漫板
块的交流平台，由法国Millimages动画公司、玩味兔传媒
（深圳）有限公司、芭莎艺术联合主办。此次活动历经6个
月，组委会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以及20余所高等院校的
400余件参赛作品。

吉林动画学院始终秉承着“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教
学模式，通过各类赛事展现、提升大学生的实践能力。此次
赛事不仅展现了吉动学子的创新能力和专业水平，更是吉
林动画学院“学研产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具有创新性、前
瞻性的又一佐证。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昶 学校供图

获奖作品《陪你去月球》获奖作品《我和萌浪一起过中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