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 2024年7月18日 星期四 要闻 编辑：和风 美编：周春旭 责校：李传富

黑土沃野绘“丰”景
——看现代化大农业建设的吉林实践

盛夏时节，白山松水，黑土沃
野，景象万千。

乡镇村屯，温室暖棚，瓜果蔬
菜，葱绿茂盛。

在阳光和雨水的滋润下，广
阔的玉米带、水稻田、大豆地里，
连片的新绿铺展开来……

沃野绿意浓，黑土育“丰”景。
重农固本，国之大纲。吉林

作为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始终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保障粮
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毫不放松
抓好粮食生产”的殷殷嘱托，坚持
把粮食生产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
向，全面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战略，粮食总产量连续3年稳定在
800亿斤以上，不断向更高产能稳
步迈进，为在更高水平上维护国
家粮食安全作出吉林贡献。

为农田“舒筋”让土壤“活络”

2020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吉林视察时，专程到梨树县
察看黑土层土质培养和玉米长
势。他语重心长地说，东北是世
界三大黑土区之一，是“黄金玉米
带”“大豆之乡”，黑土高产丰产，
同时也面临着土地肥力透支的问
题。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
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
猫”，留给子孙后代。梨树模式值
得总结和推广。

黑土地保护，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多年来，吉林把黑土地保
护摆上突出位置，成立黑土地保
护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以中国科
学院院士领衔的省黑土地保护专
家委员会，出台全面加强黑土地
保护的实施意见，制定加强科技
支撑体系建设等10个方面38条具
体措施，切实把保护黑土地作为
保障粮食安全根本之策。

走进梨树县白山乡达利农业
机械农民专业合作社大田里，绿
油油的玉米苗茁壮成长。

“今年合作社3600亩地全部
采用‘梨树模式’，玉米长势明显
好于往年。”合作社理事长董亚丽
高兴地说，不仅春天苗出得好，秸
秆粉碎烂了之后地也不干，通透
性好，抗倒性强，防病虫草害，粮
食产量一年比一年高！

为农田“舒筋活络”，让土壤
“深呼吸”。今年“梨树模式”推出
2.0升级版，开始做“现代农业生
产单元”试验，以农民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为
重点，以300公顷土地相对集中连
片为一个实施单元，配套六行条
旋机、免耕机和收获机，完成从种
到收的全部作业，实现了科学、现
代化耕作。

“去年全县产粮40多亿斤，今
年要超过这个产量。”梨树县农技
推广总站高级农艺师赵鹏飞自豪
地说，实施“梨树模式”的地块每
公顷可节约成本1200元左右，单

产提高8%以上，真正实现了生态
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今年，吉林着力加强黑土地
保护力度，突出培肥地力，将资金
投入占比由5%提高到20%以上，
统筹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科技
创新攻关、肥沃耕层构建、耕地质
量监测评价等黑土地保护措施，
发挥3个万亩级核心基地试验示
范作用，年度实施保护性耕作
3800 万亩，居国家首位，建设高
标准农田1000万亩。

农业“科技范”挑上“金扁担”

农业科技创新是保障粮食安
全的重要支撑。加大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力度，强化原始创新和集
成创新，吉林在农业生产各环节
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动力
变革、效率变革、质量变革。

从无人机植保到卫星定位，
从“靠经验”到“靠数据”，从“粗放
型”种植到精耕细作，从“汗水农
业”到“智慧农业”……吉林深挖
科技潜力，向创新要产量。

旱地也能种水稻？眼下，正
值夏管关键时期。带着疑问，记
者走进公主岭市丞霖农民专业合
作社稻田里，看到农民们正在进
行人工除草工作。

“今年，采用覆膜滴灌旱种水
稻的方式，将种子直接播种在旱
田，全生育期不需要建立水层，实
行旱种旱管，整个种植、管理环节
都更便捷，实现了旱地种出‘稻花
香’。”合作社理事长王显武告诉
记者。

昔日盐碱地，今日米粮川。
在大安市海坨乡中科佰澳格霖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水稻种植基地，
经过精心治理的万亩盐碱地已是
碧波荡漾的水田。在这片土地
上，春耕、秋收全程机械化，田间
管理由大数据云平台实时监控，
人工操作从传统的田间地头，转
移到了电脑前、遥控手柄旁。

“以前这里基本寸草不生。”
公司执行总裁孟宪东说，通过采
取交换排碱、增碳培肥、淡化表层
的水稻生产一体化技术，改良土
壤种植层，做到当年改、当年种、
当年稳产丰产，每公顷能产粮1.2
万斤以上，达到中高产田水平。

针对不同田间管理需求，公
司研发了“精农云”“蓝鲸云”两套
智能系统，一个监测苗情，一个监
测水情，用数据代替经验，以设备
代替人力，实施精准精细管理，建
立全链条信息化服务，为种粮挑
上“金扁担”。

一年变良田，两年夺高产。
科技的力量将盐碱地逐步改变为
有高效利用价值的土地资源。
2023年，吉林新增盐碱地改造耕
地25.4万亩，力争到2030年新增
耕地200万亩以上。

向农业技术要产量，今年，吉
林全环节全链条挖掘“耕种管收”

“地种肥药”增产潜力，大力推行
“水肥一体化+密植”“一喷多促+
密植”等重大增产技术，加快筛选
更多耐密、耐盐碱突破性品种，集
成运用病虫害绿色防控和统防统
治等增产增效手段，加快智能免
耕播种机、粮食烘干机等研发创
制，补齐坡地小型农机、多维移动
无人驾驶农机等短板，为夺取全
年粮食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小小“土特产”富民“大产业”

稳住粮食“压舱石”，丰富百姓
“菜篮子”。

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吉
林全方位多途径开发利用地上地
下、水上水下、山上山下等各种农
业资源，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农
林牧渔多业并举、产加销贯通的现
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国家的粮
仓肉库、百姓的中央厨房。

走进安图县两江镇白河村长
白山野生道地中药材抚育基地，升
麻、龙胆等中药材幼苗长势喜人，
农户们正在地里忙着给药材松土、
除草。基地总面积100公顷，目前
已建设15公顷，种植贝母、红菇娘
等药材20多种。

“老百姓在农闲的时候到地里
除草，每天能挣150元，每户一年
收入一万元左右，也不耽误自家地
种植管理。”白河村党支部书记张
传祥说。

在长春市双阳区，梅花鹿存栏
量达到了37万只、鹿业全产业链
产值在2023年突破120亿元，成为
当地支柱产业。为进一步推进梅
花鹿产业发展，近日，双阳区举办
了第十届梅花鹿节暨首届鹿产业
博览会，吸引了40家加工企业和
200多家销售公司。

“希望通过合作，在未来的生
产和销售上，将我们‘中国梅花鹿
之乡’的产品，带到世界各地。”吉
林省鹿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东泽说。

让小小“土特产”成为带动农
民增收大产业，2023年，全省梅花
鹿饲养量达78万只、鹿茸产量达
1111.5吨，居全国第1位；人参产量
达3.4万吨，居全国首位；黑木耳产
量达118.4万吨，居全国第2位；棚
室面积达到76.4万亩，省级“菜篮
子”应急保障基地达到178家。

今年，吉林统筹推进参、菌、
鹿、蛙等特色产业标准化生产、规
模化经营、全产业链发展，实行高
品质人参“一参一码”，加快推动
人参产业综合产值突破千亿元，保
持黑木耳、鹿茸、桑黄等产业规模
在全国领先地位。

展望未来，任重道远。追梦现
代化大农业，我们大步向前。扛起
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吉林
义不容辞。东北大粮仓将更加丰
硕，“中国饭碗”将装满更多吉林

“优质粮”。
吉林日报记者 闫虹瑾

2024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启动
新华社呼和浩特7月17日电

（记者徐壮 贺书琛）2024年全国
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17日在内
蒙古鄂尔多斯启动。

今年，文化和旅游部以“文旅
惠民乐民 共享美好生活”为主题，
贯穿全年举办全国文化和旅游消
费促进活动。根据活动总体安排，
文化和旅游部于7月至 8月举办

2024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
季，组织各地围绕暑期旅游旺季推
出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新型消费
场景及惠民措施。

主场活动上，中国气象服务协
会、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推出“避暑
消夏好去处”“跟着演出去旅行”
等暑期旅游产品。

据介绍，暑假期间，各地将举

办超4000项约3.7万场次文旅消
费活动，围绕夜间游、避暑游、亲
子游、研学游等消费热点，推出发
放消费券、票价优惠、消费满减、
折扣套餐等惠民措施，打造滨海、
水上运动、戏剧节、音乐节、艺术
节、动漫节、演唱会、展览展会、文
体赛事等新场景，激发暑期文化和
旅游消费潜力。

中俄“海上联合－2024”联合演习闭幕
新华社广州7月17日电

（黎云 贺跃民）中俄“海上联
合－2024”联合演习17日落下
帷幕。参加联合演习的中俄海
上舰艇编队完成全部预定课目
演练，在广东湛江附近某海域
举行分航仪式。

中俄“海上联合－2024”
联合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
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共派出7
艘舰艇参演。在港岸筹划阶
段，双方共同开展了图上推演、
舰艇参观以及太极拳教学、球
类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交流

活动。转入海上演练阶段后，
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
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预
警、联合搜救、联合防空反导等
多个课目实兵演练。

这次联合演习加强了中俄
两国海军的专业交流和了解互
信，推动了双方务实合作规范
化、体系化高位运行。自2012
年以来，“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已
成为两国海军合作的主要平台，
全方位带动海上联合军事行动
水平提升，不断增强双方共同应
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

商务部：

一视同仁支持内外资企业参与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新华社北京7月 17日电
（记者谢希瑶）商务部17日召
开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
旧换新政策专场解读外资企业
圆桌会。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
贸易谈判副代表凌激表示，中
国将一视同仁支持内外资企业
参与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

凌激说，推动新一轮大规
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
新，是党中央着眼高质量发展
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将
有力扩大内需、促进投资、升级
消费，并为包括外资企业在内
的各类企业提供巨大市场空
间。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

平开放，优化营商环境，一视同
仁支持内外资企业参与大规模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以及相关政府采购和项目投资
等。希望外资企业把握机遇，
深耕中国市场，加大在华投入。

雅保、伯乐生命医学、埃
尼、福特、通用电气医疗、飞利
浦、西门子医疗等外资企业代
表和中国美国商会、中国欧盟
商会、中国韩国商会、中国日本
商会等在华外国商协会代表参
会并发言。商务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
人民银行等部门代表解读政
策，并回应企业反映的问题和
提出的建议。

西江30－2B万吨级海洋油气平台
完成海上安装

中国海油 7月 17日发布
消息，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
西江30－2B平台，在珠江口盆
地近百米水深的西江油田安装
就位。

西江油田距深圳东南150
公里至175公里，投产30年来
累计生产原油超过 1亿立方
米。西江30－2B平台是该油
田第7座海上生产设施，正式
投用后将推动油田年产量突破
300万吨。

西江30－2B平台总重约
3万吨，是一座集钻井、生产、

生活于一体的8腿12裙桩固
定式油气钻采平台，由上部组
块和导管架两部分组成，矗立
在98米水深的大海上，总高度
约198米，总重量约3万吨。

中国海油深圳分公司陆惠
西项目副总经理邓林青介绍，
西江30－2B平台应用多项数
字化工艺，搭载智能生产运维
系统“台风生产模式”“区域电
力组网”等模块，可实现原油生
产、设备维保、安全管理等多个
场景的智能化。

新华社记者 印朋

研究者重建
5万多年前猛犸象染色体3D结构

新华社北京7月 17日电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日前报告
说，他们重建了5.2万年前的猛
犸象染色体3D结构。该研究
结果让科研人员能够在基因组
层面更深入了解猛犸象。

一个由美国贝勒医学院等
机构研究人员组成的国际团队
在《细胞》杂志上发表论文说，
他们在5年里测试了数十个样
本，最终选中了于2018年在西
伯利亚东北部挖掘出的一具保
存异常良好的猛犸象样本。

这只猛犸象死后不久被冻
干了，而脱水样本中的细胞核
结构可以保存很长时间，研究
人员由此可探究样本的染色体
组核型，即染色体的数目、大小
和形态特征等。

研究人员使用了一种名
为Hi－C的方法从猛犸象耳
后皮肤样本中提取了 DNA，

将其相关物理信息与DNA测
序相结合，以识别相互作用的
DNA片段，并使用当今大象
的基因组作为模板，成功创建
了该猛犸象基因组的有序图
谱，并建立相关的染色体 3D
结构。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被研
究的这头猛犸象有28条染色
体，这与当今亚洲象和非洲象
的染色体数量相同，该猛犸象
的染色体还保留了大量物理完
整性和细节。此外，与其近亲
亚洲象的皮肤细胞相比，猛犸
象皮肤细胞具有不同的基因激
活模式，包括可能与其毛发和
耐寒性相关的基因等。

尽管这项研究中使用的方
法取决于保存完好的古老样
本，但研究人员乐观地认为，该
方法也可用于研究其他古代
DNA标本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