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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单 产 ，怎 炼 成 ？
——来自松辽大地的春耕备耕观察

新华社长春4月10日电（记者郎秋红 段
续 薛钦峰）四月的东北，春意正浓。

广袤的松辽平原上，机械轰鸣，高标准农
田建设正酣；种子一条街，种粮大户正在对各
式新品种反复挑选；一纸纸合同签下，或入
社、或托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不断扩大
……

吉林省已连续两年位列我国粮食主产区
亩产第一。今年，全省上下紧紧围绕土地做
文章，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基础、先进育种技术转
化为核心、经营方式创新为支撑，正向农业高
质量发展目标迈进。

提速扩良田 基础更扎实

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粮。
吉林省榆树市黑林镇豆坊村的地头上，

彩旗飘舞，机械隆隆。正在建设中的排水渠
从田野伸向远方，一条水泥机耕路已见雏形。

“高标准农田建完后，旱能浇，涝能排，多
打粮更有信心了。”豆坊村党支部书记刘朋会
和几个种粮大户站在地头上观看着施工现
场，十分兴奋。

榆树市有“天下第一粮仓”的美誉，拥有
基本农田500万亩，但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落
后。去年汛期十余个乡镇受灾，不少农田沟
渠、田间路被冲毁，一些农田减产甚至绝收。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优先把东北黑
土地区、平原地区、具备水利灌溉条件地区的
耕地建成高标准农田。3月初，冰雪尚未融
化，施工企业已提前进入豆坊村施工现场。

“东北施工期短，我们加班加点，力争当年完
工当年见效。”施工企业负责人说。

今年国家提高了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和
建设投入，调动了吉林产粮大县积极性。前
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要完成近60万亩高标
准农田建设，是去年的近1倍；长春市计划新
建300万亩以上，比去年多出近200万亩……
一些县市还配套资金，建成一批高标准农田
示范区，在“田成方、路成网、旱能浇、涝能排”
基础上，推动新品种、新技术和智慧农业等先
进要素向土地聚集。

“外表看不出啥，内容都埋在地下。”在吉
林省德惠市义和村，惠泽农业生产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林青松指着眼前一望无际的高标准
农田示范田，如数家珍地向记者介绍：田里已
播撒有机肥和各类菌剂，减少了化肥和农药
使用量；地下铺设了滴灌管，安装了“水肥一

体化”设备，可实现精准施肥灌溉；田间地头
的气象、病虫害监测设备可以将各类指标数
据实时回传，农技人员可以远程监控……林
青松说，高标准农田建成后，耕地质量可以提
高1个等级，粮食增产10％至20％。

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改变了传统农业
“望天收”的被动局面，为稳产高产打牢根基，
还推动农业生产“变优”“变绿”，产粮大省向
农业高质量发展更进一步。

今年，吉林省力争新建高标准农田1000
万亩，新建面积创历史新高，争取到2027年，
将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突破新技术 育种“加速度”

选好一粒种，丰收有底气。
吉林省公主岭市朝阳坡镇种粮大户赵亚

辉每年都要到当地科研院所、企业的试验田
考察，今年打算再试种几个新品种。“这几年
新品种明显增加，再也不用担心连续种植同
一品种导致产量下降了。”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近年来吉林在种业
振兴上持续发力。2023年，吉林省有81个
农作物新品种通过国家审定。今年1月，吉
林省农业农村部门优选出适合不同区域种
植的玉米、水稻、大豆等126个主导品种供农
户选择。

今年春耕时节，农安县小城子乡光明村
不少农民打算种大豆。光明村分布着大片
盐碱地，去年试种500亩耐盐碱大豆东生

“118”亩产超过240公斤，让农民见识了科

技的力量，过去不打粮的盐碱地有了丰产的
希望。

东生“118”是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
业生态研究所应用分子设计育种技术培育
的新品种。该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冷建田说，
今年力争在东北等地盐碱地扩种东生“118”
10万亩。

作为产粮大省，吉林省近年来加大科研
创新在农业领域的应用，支持科研院校、育
种企业组建育种联盟，联合攻关，广袤田野
正成为“播种”和“催生”优质品种的肥沃土
壤和广阔舞台。

“先进育种技术缩短了育种周期，提高
了育种效率，未来我们还有更多新品种推向
市场。”冷建田信心满满地说。

好品种还要搭配好技术。进入备耕期
以来，吉林省已在多地规划“水肥一体化＋
密植”示范区。松原市宁江区地处松花江
畔，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适宜开展规模化种
植。当地种粮大户谷成文选购了耐密植玉
米新品种。“今年打算把密度从每公顷6万株
增加到7万株，配合‘水肥一体化’技术，预计
能增产10％以上。”他说。

吉林省今年计划通过优质品种和技术
应用，推广应用高产耐密玉米、高产高油大
豆品种200万亩，新增“水肥一体化”100万
亩，在产粮大县开展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
升行动，通过建设玉米、大豆整建制单产提
升示范县，开展高产竞赛，让更多玉米吨粮
田等典型涌现出来。

壮大“新”主体 链接大农业

今年春耕前，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长龙乡苇芦村又有不少村民加入了该村党支
部领办的土地股份合作社，把自家土地交给
合作社统一种植。去年合作社通过土地集约
化经营和科技种田，实现粮食增产20％以上，
今年合作社从当地农业银行贷款200万元，
计划大面积应用新技术。

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方式长期制约着吉
林农业生产力释放和农业现代化。近年来，
吉林省在推进良田、良种、良技、良机建设的
同时，还在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适度
规模经营上下功夫，家庭农场、合作社规模不
断扩大。

苇芦村党支部书记宋学雷说，2022年成
立合作社以来，从最初的5户增加到近200
户，近400公顷土地实现集中连片耕种，大型
农机、先进技术得到应用，实现了节本增效。
今年，松原市推动1123个行政村全部成立合
作社推动土地集约化经营。

吉林省今年启动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
服务主体发展壮大三年攻坚行动，通过给予
资金等政策，鼓励县级及以上示范类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扩大经营规模。在全省18个产粮
大县搭建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加强服务供
需对接，拓宽服务领域，延长服务链条，推进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备耕期的农安县乾溢农业发展专业合作
社联合社人来人往，十分热闹。作为县一级
社会化服务平台，联合社依托成员建立18家
乡级服务站和100余个村级服务站，不仅为
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提供耕、种、收等土地

“托管”服务，还提供农技推广、政策咨询、数
字农业、银企对接等服务。目前，联合社拥有
377家合作社成员，服务农安县6万多农户，土
地近百万亩。

从“专业化企业＋规模经营主体”到“土
地股份合作社＋农户”，再到“保姆式”全程托
管，多种合作经营模式正在松辽大地上推广
应用。

2024年，吉林省力争土地流转、生产托管
服务等土地规模化经营面积达6850万亩，超
过播种面积的70％，力争示范类经营主体发
展到1.25万家，新增社会化服务组织3000家。

以新促质，打造更高水平的“大国粮
仓”。松辽大地上，一幅繁忙的春耕备耕画卷
正徐徐展开。

国内物价总体保持温和上涨
——解读3月份CPI和PPI数据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记者魏玉坤
吴剑锋）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3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同比上涨0.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
心CPI同比上涨0.6％。全国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2.8％，环比
下降0.1％。国内物价总体保持温和上涨。

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居民消
费价格与上年同期持平。“3月份，受节后
消费需求季节性回落、市场供应总体充足
等因素影响，全国CPI环比季节性下降，同
比涨幅有所回落。”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
席统计师董莉娟说。

在我国CPI“篮子”商品中，食品占比
较高。3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下降2.7％，降
幅比上月扩大1.8个百分点；环比下降
3.2％。

董莉娟分析，3月份，节后消费需求回
落，加之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
高，市场供应总体充足，鲜菜、猪肉、鸡蛋、
鲜果和水产品价格环比分别下降11.0％、
6.7％、4.5％、4.2％和3.5％，合计影响CPI
环比下降约0.54个百分点，占CPI总降幅
五成多。

猪肉价格在食品价格中占有较高比
重。针对猪肉价格未来走势，中国农业科
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
表示，当前，养殖户市场看涨情绪渐浓，补

栏积极性较高，同时新生仔猪量环比增
加，后期生猪供给仍较充裕。鉴于市场供
需基本面并未反转，下半年猪价总体季节
性上涨，但出现大幅上涨可能性不大。

3月份，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0.7％，环
比下降0.5％，其中，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
费和旅游价格环比分别下降27.4％、
15.9％和14.2％；春装换季上新，服装价格
环比上涨0.6％；受国际金价和油价上行影
响，国内金饰品和汽油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5.8％和1.2％。

从工业生产者价格看，3月份工业品
供应相对充足，PPI同比下降2.8％，降幅比
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1％，降
幅比上月收窄0.1个百分点。

董莉娟表示，3月份，国际输入性因素
带动国内石油、有色金属相关行业价格上
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煤炭及其
他燃料加工业价格环比分别上涨1.1％、
0.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环
比上涨0.6％。煤炭供应总体平稳，采暖用
煤需求减少，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
下降1.6％。钢材、水泥等行业市场需求恢
复相对缓慢，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水泥制造价格均环比下降1.2％。消费
品制造业中，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
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纺织业价格环比
分别上涨0.7％、0.3％、0.2％；农副食品加

工业价格环比下降1.1％。
记者近期走访部分商超、批发市场、

电商平台了解到，消费需求总体持续恢
复，市场信心逐步增强，重要民生商品供
应有保障。

大润发龙文店是福建省漳州市龙文
区的较大商超。该店店长陈明说，近期以
来，居民消费需求持续回暖，牛肉、蔬菜品
类需求增长较明显，整体民生商品供应充
足、价格保持平稳。

重点电商平台数据显示，青团、应季
生鲜等部分商品需求走高，多数商品销售
持续增加。“我们在入春后增加本地春菜、
鲜活水产等应季生鲜食材供应，在更多城
市开设服务站点，增加站点密度、站点容
量及品牌选择，满足市民一站式购齐的即
时消费需求。”美团小象超市有关负责人
说。

“随着商品和服务需求持续恢复，叠
加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带动，同时考虑
到翘尾下拉影响减弱，预计居民消费价格
将呈温和上涨态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
言人刘爱华此前表示，目前国际输入性因
素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但是随着大规模设
备更新相关政策推动落实，相关行业需求
有望得到提振，同时消费需求恢复有利于
消费品制造业价格上涨，总体来看，PPI有
望低位回升。

4月2日，在公主岭市范家屯镇乾程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驾驶农机整理耕地上的秸秆
（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张楠 摄

第十五届全运会赛期确定
开闭幕式分别在广州、深圳举行

新华社广州4月11日电（记者王浩明）第
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将于2025年11月9日至21
日在广东、香港、澳门举行，广州市将承办开
幕式，深圳市将承办闭幕式，这是记者从11日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当日，第十五届全运会组织委员会正式
成立，标志着赛会筹备进入全面推进阶段。

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新介绍，
十五运竞体比赛设34个大项、401个小项，群众
赛事活动设23个大项、166个小项。广东将承办
大多数项目比赛，香港将承办男子篮球22岁以
下组、场地自行车、击剑、高尔夫球、男子手球、7
人制橄榄球、铁人三项、沙滩排球等竞体项目，
以及群众赛事活动的保龄球项目；澳门将承办
乒乓球、女子排球成年组、三人篮球、男子篮球
18岁以下组等竞体项目和空手道项目的群众赛
事活动。十五运承办比赛的场馆中约90％为现
有场馆，将有效降低办赛成本，实现节俭办赛。

张新表示，2021年8月，国务院批准广东、
香港、澳门承办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两年
多来，国家体育总局与广东省委、省政府，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按
照“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赛理念和“简
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主动作为、团结
协作，有序有力推进各项工作。

“十五运是粤港澳三地承办的我国规模
最大、水平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运动会，
也是香港、澳门首次承办全国运动会，影响深
远、意义重大。”张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