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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观察R

隆冬时节，吉林省梨树县的千里沃野，层层

秸秆给黑土地盖上了“棉被”，孕育新的生机。

黑土是世界公认的最肥沃的土壤，在自然条

件 下 形 成 1 厘 米 厚 的 黑 土 层 ，需 要 200 至 400
年，是当之无愧的“耕地中的大熊猫”。在梨树，农

民祖祖辈辈耕种黑土地。肥沃的黑土覆盖梨树

400 多万亩的耕地面积，粮食总产量多年保持在

50 亿斤以上，稳居全国产粮大县前五强。 2020
年，全县仅玉米产量就达到 38亿斤。

粮 食 连 年 丰 收 的 同 时 ，黑 土 地 也 长 期“ 透

支”，土层变薄，有机质下降。吉林省监测数据显

示，全省黑土地土壤有机质含量从上世纪 50 年

代初期的 8%下降到现在的不足 2%。有机质含

量持续降低，导致土壤板结，供肥保水能力下降。

“黑土这宝贝不能在咱这辈人手里整没了！”

近 些 年 ，随 着 保 护 性 耕 作 推 广 ，梨 树 县 曾 经 变

“瘦”的黑土又“肥”起来了……

大田技术革命——
保护性耕作，抗旱保墒又节

肥，黑土地更有劲儿了

“ 今 年 不 猫 冬 了 ，我 琢 磨 着 再 扩 大 玉 米 规

模。”屋外天寒地冻，梨树镇宏旺农机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张文镝却内心火热。

2020 年 ，张 文 镝 在 泉 眼 沟 村 流 转 了 420 垧

（公顷）地，平均一垧打了 2.6 万斤粮，“黑土地是

种粮人的根，多亏了梨树模式，这地越来越有劲

了，咱种粮底气更足了！”

梨树模式是什么？

“这个模式是对传统耕作方式的变革。通过

玉米秸秆全覆盖免耕技术，实现保护性耕作，关

键是少动土。”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王

贵满解释：过去农民种一季玉米，地要反复整、压

4 次，会破坏黑土层结构。现在用上秸秆覆盖、

条带休耕、机械化种植，清理秸秆、开沟、施肥、播

种、覆土、镇压等工序一次作业即可完成。

“以前，咱这儿的地那叫一个肥，一攥都能出

一把油。”张文镝回忆，可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开

始，黑土地变了样儿，“黑土层越来越薄，往下翻

10 多厘米就看到黄土了，用我们这的土话说就

是‘破皮黄’。松软的土质变硬，地里的土坷垃越

来越多了。”

传统耕作方式让黑土地变瘦，为了增产，农

民只能大肥大水，地里的化肥越下越大。

保护黑土地刻不容缓。地必须换个种法！

科研团队因地制宜，适合黑土地的免耕技术

在梨树应运而生。

梨树模式好在哪儿？

“这种模式不仅能保墒，还能肥田，实现了黑

土地保护和粮食增产的双赢。”中科院东北地理与

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关义新细细解释其原理：

一是保墒。实施免耕技术，农机进田碾压次

数 少 了 ，有 利 于 打 破 犁 底 层 ，提 高 土 壤 渗 水 能

力。在保护性耕作试验田，用铲子翻开土层，剖

面上许多筷子粗细的孔洞清晰可见。监测显示，

试验田保水能力相当于增加 40 至 50 毫米降水，

减少土壤流失 80%左右。

二是肥田。据测算，一公顷玉米秸秆还田，

可以补充钾素 220 公斤、氮素 90 公斤，相当于每

亩施用了 360 多公斤钾肥和 195 公斤尿素。秸秆

还田还能起到缓释作用，提升肥料利用率。试验

田全秸秆覆盖免耕 5 年后，表层土壤有机质年增

加 0.1% 左 右 ，每 平 方 米 蚯 蚓 的 数 量 达 60—100
条，是常规垄作的 6 倍。

农民最看重的还是经济账。

听说县里推广梨树模式，张文镝当起第一批

“吃螃蟹”的人。“刚开头，我心里也直打鼓。过去

下种前，要把地打理得一个草刺儿都没有，现在

要少耕、免耕，这样的种法能出苗吗？”

王贵满看出张文镝的顾虑，二话不说张罗着

帮他包了块地，“你按这个方法种，准保没错，赔

了算我的！”

秋收时，张文镝试着把玉米秸秆粉碎、还田，

给黑土地盖上一层被子。第二年遇上春旱，效果

立竿见影，试验田不仅抗旱保墒，腐烂后的秸秆

让土质油光发亮，增加了肥力，“出苗率九成半，

亩产量还噌噌涨！”张文镝这下服气了，来年又流

转了 40 垧地。

张文镝说：“传统种植从种到收，一公顷要花

2200 元左右，现在采用秸秆覆盖免耕播种，一下

省了 800 元，还能增产 1000 多斤，加上 750 元的

保护性耕作补贴，相当于增收 2500 多元呢！”

在十家堡镇西黑咀子村，梨树模式让退化的

黑土地重焕生机。双滢农机合作社理事长陶勇

坦言，村北头的两块地，土跟细沙面似的，春天风

一吹，刮得溜儿平，啥垄台都看不着。可他笃定

免耕新技术，连续三年秸秆覆盖，愣是把地养了

过来。“去年伏旱，别人的玉米叶子都黄到穗底下

了，咱的叶子还是绿绿的。而且咱的苞米扎根 1
米 多 深 ，秆 子 又 粗 又 壮 ，去 年 赶 上 台 风 都 没 减

产。”陶勇得意地说。

截至目前，梨树县建立了 100 个梨树模式示

范推广核心基地，全县 205.2 万亩耕地采用了保

护性耕作。2020 年，13.3 万公顷示范田比常规地

块增产 8%以上，每公顷节本增收 2920 元左右。

黑土地更“黑”了，也更“绿”了。“我们逐渐用

有机肥、生物肥取代化肥，降低化肥使用量。”王

贵满介绍，借助黑土保护试点项目建设，梨树模

式正向“绿色+智慧”迈进。目前，全县形成了黑

土资源动态监测信息网，专门监测黑土地水土流

失和耕地质量变化情况。

田间生态系统也逐渐恢复。吉林农业大学植

物保护学院教授陈日曌介绍，在保护性耕作技术

项目区，秸秆层覆盖带杂草的种类和数量呈现不

同程度下降，步甲等益虫数量显著增加。

生产方式创新——
新型主体带动，农机农艺集

成，黑土地长出更多吨粮田

越来越多的梨树农民用上免耕技术，新问题

也随之冒了出来：“为啥我的地块出苗慢？”“秸秆

捂着，会不会滋生病虫害？”“地里的秸秆会不会

影响农机作业？”……

针对一个个难题，专家、技术员、农民联合攻

关。渐渐地，梨树模式不再只是一项免耕技术，

而是成为一整套黑土地保护的集成方案。

粮食怎么种？

2010 年，由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

授任图生牵头，在梨树县泉眼沟村建立了占地

56 亩的试验研究基地，研究免耕条件下行距的

最佳配比、深松方法、秸秆覆盖的比例以及作物

轮作制度体系等。

任图生坦言，过去在梨树，农民种玉米大多

是均匀垄种植，垄距 60 厘米。但对均匀垄而言，

秸秆覆盖既影响地温提升，也会遮盖苗带。科研

团队反复试验，改变了传统等行种植法，将两垄

或三垄合并成两行，行距有宽有窄，窄行种玉米，

宽行覆盖秸秆，来年宽行种玉米，窄行堆秸秆，形

成“条带耕作”技术。

四 棵 树 乡 种 粮 大 户 杨 青 魁 成 了 新 技 术 的

“粉丝”，他感慨道：“苗出得齐溜溜，通风透光

好 不 说 ，播 种 密 度 照 样 有 保 证 ，一 公 顷 产 量 稳

上 2 万 斤 。 到 第 二 年 ，宽 窄 行 互 换 ，还 能 起 到

休耕作用。”

农机怎么用？

伴随保护性耕作新技术推广，新型农机研发

也在提速。2008 年国内第一台免耕播种机在梨

树问世，现在已经发展到第六代，相关配套机械

装备也应运而生。“现在这条带旋耕机，能完成整

个玉米种植的秸秆粉碎、归行、镇压、浅旋等全流

程作业。”梨树县伟农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宋立伟说：“作业一垧地，150 元油钱足够了，而且

机器还能根据垄距进行调节，适应不同地块。”

在宏旺农机专业合作社，张文镝向记者介绍

起种粮“神器”：这是无人机，一天能作业几十垧

地，过去十天半月干的活儿，现在两天就搞定。

这是一个气象哨，它能监控飞蛾的数量，还可以

测风速、降雨量、土壤湿度，数据直接传到县里的

黑土地保护监测指挥中心，“过去看天种地，现在

看数据，缺啥补啥，种地离不开科学了！”

无人机、免耕播种机、条带旋耕机等新型农

机下田，推动农业生产从会种地加快向“慧”种地

转变。

小农户怎么带？

依托种粮大户和合作社，梨树稳步推进黑土

地保护。县里大力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4000
家农民合作社与广大农民紧密利益联结。几年

时间，张文镝的宏旺农机合作社社员由最初 6 户

发展到 380 多户，通过带地入社、土地流转等模

式，作业面积近 430 公顷。村民赵艳鹏把自家的

19 亩地交给了合作社，“从种到收一条龙，咱最

省心，每年连分红带补贴能收入万把块钱，自己

腾出手来外出务工，还能再挣一份钱。”

沃土产好粮，订单越来越多。“这是给嘉吉生

化公司的糯玉米，专门用于提炼黏稠剂。”陶勇

说，“土地肥力好了，玉米质量高了，一斤收购价

比普通玉米贵 2 毛，一垧地净增收 4000 多元！”

梨树模式不断创新，带动一批批新型农民成

了“田秀才”“土专家”，农业组织化、集约化、规模

化程度越来越高，一片片黑土地变成稳产高产的

吨粮田。

从长远看，保护黑土地还要进行种植结构调

整。结构怎么调？

“今年还得增加玉米和大豆轮作面积。”去

年，张文镝除了种植 420 垧玉米外，还种了 70 垧

黄豆。

“过去咱这地薄，苞米亩产 1000 斤，已经算

多了。”玉米收购市场化后，产量和价格都不占优

势，张文镝一改只种玉米的老套路，开始尝试杂

粮杂豆玉米轮作。

“现在这地苞米亩产能到 1600 斤。”张文镝

将前两年的黄豆地种上玉米，又辟出新的玉米地

轮作黄豆。去年一斤黄豆收购价 2.4 元，70 垧地

毛利润达到 1.2 万元。豆子挣了钱，固氮又肥了

田，玉米产量也跟着提升。

眼下，离春耕还有 3 个多月，张文镝开始研

究新一轮的种植规划。“种好半年粮，好种多打

粮。今年合作社玉米种植面积估计能到 600 公

顷，打算找一个抗倒伏性能高、后期脱水快的玉

米品种，这样在后期籽粒收的时候，能降低破损

率，把种粮的效益再提一提。”

不止如此，他还打算在绿色种植模式上闯一

闯。“现在有了梨树模式，咱这片儿土地一年比一

年肥。一公顷地原来一下一吨肥，现在农药化肥

都减量了。大伙都琢磨着，用上有机肥，过了 3
年转换期，咱也能申请绿色认证，卖价还能增加

三成。”张文镝算起了增收账。

科技动力支撑——
产学研联动，实验室搬到大

田里，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梨树模式离不开科技支撑。王贵满回忆，

2007 年起，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中科院

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等科

研单位先后和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合作，

“一站一田”是梨树模式的“梧桐树”和“金土地”。

“一站”是中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站。这

里以我国东北典型黑土为研究基础，为东北平原

农业实现高产、高效和可持续发展提供调控技术

体系。走进实验站，上百份土壤样本琳琅满目。

“这些土壤样本取自不同的试验地块，等一开春就

热闹起来了。”王贵满说，每年 3 月到 11 月，来自各

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聚集在这里，监测土壤、

水分等各项数据，为农民提供相关技术方案。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栖”。在王贵满看

来，实验站不断吸引和集聚人才，科研团队从最

初的 40 人发展到 130 人，对梨树模式的推广、应

用作用巨大。

“一田”是位于梨树县高家村的 200 亩试验

田。从 2007 年开始，试验田浓缩了十几年的黑

土地保护研究成果。从第一块试验基地起步，梨

树模式已在东北四省区推广了 5000 万亩。

2018 年，在中国农业大学梨树实验站的基础

上，国家黑土地现代农业研究院成立。“把实验室搬

到大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不断创新，才能为黑土

地保护贡献更大力量。”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

技术学院院长、吉林梨树实验站站长李保国表示。

陶勇所在的双滢合作社，今年有 300 公顷土

地成了新的试验田。“这是梨树模式的升级版。”

李保国说，通过现代农业生产单元建设，运用新

型农机、农资，将现代农业生产程序化、标准化，

从而增强可复制性。

梨树模式不断与时俱进。不久前召开的年

度研讨会上，种粮农民、专家济济一堂，“每年轮

作时怎么选择品种？”“秸秆条带旋耕还田要注意

啥？”……农民们问得细致，专家们解答耐心，双

方相互碰撞，共商黑土地保护大计。

好技术如何快速推广？在梨树模式的推广

上，县里构建技术推广平台，依托合作社建立示

范基地，开展“千万工程”农民培训，形成高端论

坛、农民研讨和技术服务队多种模式共同发力的

推广路径。

“每月日期逢 8，晚上 8 点，咱们不见不散。”

一旬一次的黑土地联盟大讲堂，邀请农业专家、

种地能手做客微信群，在线讲课并解答农民提出

的问题，会后总结成篇，供大家线下学习交流，目

前最高点击量达到 5 万多人次。

更多的力量汇入梨树模式。“我们探索引入

收益保险，来化解推广风险。”李保国介绍，国家

黑土地现代农业研究院与太平洋保险公司合作，

推 出 农 业 保 险 新 产 品 ，2020 年 在 梨 树 县 试 点

2000 垧地，一垧地保费 900 多元，保障农民每公

顷最低收益 1.7 万元。

政策扶持促进黑土地保护。目前，吉林省对

保护性耕作给予每亩 40 元的补贴，梨树县在此

基础上每亩增加 10 元，“一垧地补贴 750 元，咱种

粮农民心里更托底了。”张文镝信心十足地说。

在宏旺农机合作社的田间，秸秆覆盖的土壤

一踩一个脚印。“这地软乎着呢，冬天把墒保住

了，开了春，直接免耕播种没问题！”张文镝对今

年的丰收充满希望。

图①：春耕时节，梨树县宏旺农机专业合作

社农机手驾驶六行大型免耕播种机开展作业。

郝爱峰摄

图②：无人机在梨树县玉米田上空开展植保

作业，一天能完成 40 多公顷。 丁 研摄

图③：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绿色食品原料（玉

米）标准化生产基地。 钱文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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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的梨树模式，已在东北四省区推广 5000万亩

保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
本报记者 郁静娴 祝大伟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必须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2020 年 7 月 22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吉林视察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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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梨树模式？梨树模
式给黑土地带来了哪些改变？记
者走进田间地头探寻答案。

核心阅读

■记者手记R

挺过伏旱、扛过台风，2020 年梨树县粮食

生产再获丰收，梨树模式功不可没。这种秸秆

覆盖地表、免耕少耕的保护性耕作模式，既肥

田又保墒，让退化的黑土地重焕生机，在东北

地区获得越来越多农民的认可。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要牢牢把住

粮食安全主动权，必须“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

护耕地”。好地产好粮，夯实粮食生产的土地

根基，要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

耕地保护制度，守住 18 亿亩粮食生产“安全

线”；建设高标准农田，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

产。对于黑土地，更要将保护作为一件大事来

抓，真正把黑土地用好养好。

实施保护性耕作技术，既是一种生产方式

调整，也推动了农业经营体系的发展。在梨树

采访感受到，随着传统耕种习惯的打破，节肥

节药等绿色生产理念渐渐深入人心。在这其

中，一家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充分发挥主力军

作用，借助托管服务、订单生产等方式，不仅带

动更多小农户接触新技术、融入新模式，还推

动生产经营走向了集约化、标准化。

确保种粮农民不吃亏、有赚头，才能更好

地保护好耕地。养护土壤是一个相对长期的

过程，梨树模式能够落地开花，离不开适用机

具跟进、作业补贴、农业收益险等一系列配套

政策措施，也离不开产学研联动的推广模式。

让农民从生产实践中尝到甜头，主动护好、用

好脚底下这片“饭碗田”，形成稳粮增收和耕地

保护的良性循环，手中的饭碗才能端得更加

稳当。

牢牢守住“饭碗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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