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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坐在电脑前，就可以操控上百架无人

机，定时定点执行植保等任务，作业半径可达

10 公里。”不久前，在吉林长春举办的第二十三

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农业

机械装备展示区，工作人员热情讲解，从榆树市

赶来的农民张大爷听得认真。“咱种地也得跟上

新时代，高产保护‘两手抓’。”张大爷说。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结果显示，吉林省黑

土 耕 地 面 积 9811 万 亩 ，占 全 省 耕 地 面 积 的

87%。2023 年，吉林省保护性耕作面积扩大到

3700 多万亩，每千克黑土耕地土壤有机质平均

含量达到 26.86克，粮食产量连续三年超过 800亿

斤。吉林各地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保护利用

黑土地。

“保护黑土地是咱大家的事”

四平市梨树县十家堡镇西黑咀子村，黑土

地泛着油光，翠绿的玉米秆长得赛人高。

双滢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陶勇伸手

捏了捏硬实粗壮的苞米棒，笑道：“现在，地里化

肥用量减少了，这玉米依旧长得好。”

2015 年，首次从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站长王贵满口中听说要保护黑土地时，陶勇有

些疑惑：“这是我一个农民能干的事？”

当时，赶上大风下雨，地里黑土就被带走一

层。王贵满边跟着村民下地干活边传授保护方

法——把玉米秸秆高留茬，碎段后全部覆盖在

地表，通过机械化作业完成清理秸秆、开沟、施

肥、播种、覆土等工序。“简单，不费啥事。给黑

土地‘加餐’‘盖被’，还能防止风蚀水蚀，抗旱保

墒，增加土壤有机质，先拿块地试试呗。”王贵满

劝大家。

“说实话，头两年成效不大。”陶勇回忆，“但

现在，土地肥了，产量高了不止三四成，每年还

能省下一笔化肥农药钱。”几年过去，他也成了

主动宣传黑土地保护的“土专家”，“自家田地见

了效，想让大家都得实惠。”

“梨树模式”到底成效咋样？记者跟着王贵

满走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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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头有个近两米

的深坑，用于展示土壤剖面。王贵满手指点点

展板上的示意图，“这是用了‘梨树模式’的土

地，黑土层差不多有 50 厘米厚。”

连续多年的监测数据显示，采用“梨树模

式”的试验田近 10 年的土壤含水量从 20%增加

到 40%，减少土壤流失 80%，耕层深度 0至 20厘米

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近 13%。2023年，吉林省

保护性耕作面积扩大到 3700 多万亩，建设高标

准农田 791.2 万亩，建成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

点 1208个、耕地质量调查评价点 1.09万个。

“现在，越来越多农民认识到，保护黑土地

是咱大家的事。”王贵满语气欣慰。

吉林各地因地制宜，探索适合的黑土地保

护模式，在梨树县，创建现代农业生产单元，以

相对集中连片的 300 公顷土地为一个实施单

元，打破土地界限，便于农业机械化；在吉林市

永吉县，探索试行“秸秆部分还田+增施有机

肥”模式，提高土壤肥力；在长春公主岭市，重点

推广“秸秆深翻还田+增施有机肥”技术，保水

保肥，提高地温……

“花巧心思，从实践中总结经验”

进入 9月，吉林省公主岭市朝阳坡镇，德乐农

业合作联合社发起人李德乐已经开始忙活，赶在

秋收前联络村里的养牛、养鸡大户收购粪肥。

2015年，李德乐返乡创业，看中了黑土地上

种植鲜食玉米的好前景。玉米怎么才能高产又

好吃？李德乐到市里的农技推广站请教，首先

挑选了好品种，然后在秸秆还田的基础上，将鸡

牛粪污堆沤成农家肥，每年 11月抛撒进地，配合

可降解地膜、人工除草等，不仅土地日渐肥沃，

还实现了有机种植。

合作社的鲜食玉米逐渐闯出名气，销往北

京等地，带动周边百余名村民就业。

“黑土地保护，得花巧心思，从实践中总结经

验。”公主岭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同志孟繁强说。

吉林省结合各地生产实际，综合利用化肥

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农业生产废弃物回收利用、

农田生态环境整治、种养循环一体化发展等污

染防治手段和科学休耕轮作、调整种植结构等

农艺调控方法，恢复和提升黑土地地力。这些

经验在越来越多的黑土区得到推广应用。

保护利用好黑土地，需要人勤快，也离不开

好帮手。去年，中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站

会同四平市亿圣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联合研

发实现秸秆处理、深松、旋耕、播种等一次完成

的新一代多功能免耕播种机。四平市家家乐农

机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卜庆阳说：“新的

多功能免耕播种机旋地播种一次成功，遇旱保

苗效果好，一台机器干两样活，省钱省事。”

“增产增收，保护利用‘两手抓’”

眼下正是玉米生长的关键阶段，地处公主

岭市的鸿翔种业科研制种基地，一垄垄制种玉

米植株紧密排列。

“这个品种表现最好，授粉程度高，抗病性

也特别好。”鸿翔种业工作人员郑天雪正记录玉

米长势，“这是专门用来生产玉米种子的品种，

预计 9 月 20 号开始大面积收获，检测合格后，将

会进入市场。”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公主岭市作为国家

现代种业产业园创建单位，目前有持证的种子

生产企业 55 家，种子年交易量 7400 万斤左右，

已成为吉林省乃至东北地区的种子集散地和交

流中心。

有了好收成，还得有好销路。一根根裹着

绿叶的玉米棒被传送进生产线，机器扒皮，包装

分拣。这是吉林蛟河市新竣工投产的甜黏玉米

加工项目，年加工量可达 18 万吨，可年产速冻

甜黏玉米棒 1 亿穗。

吉林蛟河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孙宏诚

介绍，项目不仅惠及吉林，还将带动辽宁、黑龙

江的种植户。“每个地区的作物成熟期不同，企

业可以根据各地不同的农时安排生产计划，帮

助种植户打开销路，稳定农产品价格。”

推动玉米精深加工，在吉林，玉米汁、玉米

秸秆餐具等正逐渐走向市场。如今，吉林仅鲜

食玉米加工年产值就达 40 亿元。

“增产增收，保护利用‘两手抓’。守护好黑土

地，算生态账还是经济账，都划得来。”王贵满说。

图①：梨树县的大型农机正在收割（资料图片）。

图②：王贵满（前排中）在和科研人员研究玉

米长势。

以上图片均为梨树县委宣传部提供

吉林采用新技术吉林采用新技术，，推广新模式推广新模式

因地制宜因地制宜 保护利用黑土地保护利用黑土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汪志球汪志球 刘以晴刘以晴

本版责编：程 晨 张 晔 何宇澈

核心阅读

在广袤的黑土地上，吉林省
正通过实施一系列保护性耕作技
术，守护着“耕地中的大熊猫”。
科研人员与农户紧密合作，探索
适合当地的耕作模式，创新农艺
调控方法，不仅减少了土壤侵蚀、
增强了地力，还提高了作物产量，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本报广州 9月 9日电 （记者李纵）日前，广东省

林业局等 14部门联合正式印发《关于贯彻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通知》明确，广东要加强部门合作，建立野生动

物联合执法工作协调机制，依法全面开展野生动物保

护工作，促进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通知》要求广东各地各部门加强协调配合，各

司其职，严格监管，建立野生动物联合执法工作协调

机制以及野生动物保护长效机制，严厉打击破坏各类

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行为；实行全面禁猎，加强野生

动物野外种群保护，禁止猎捕、杀害法律法规规定保

护的野生动物以及法律法规和国家、省规定禁止猎捕

的其他野生动物。加强信息技术应用，建立健全野生

动物及其栖息地档案，形成野生动物资源调查监测体

系；加快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促进野生动物就地保护；加强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

的管护巡护，强化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和鸟类迁

徙通道管理，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因地制宜采

取多种方式有计划地实施生态修复。

广东将强化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
促进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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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9月 9日电 （记者王浩）近日，水利部

印 发《全 国 水 资 源 监 测 体 系 建 设 总 体 工 作 方 案

（2024—2027 年）》（以下简称《方案》）。《方案》要求，

到 2027 年底，基本建成较为完善、与水资源刚性约

束制度相适应的水资源监测体系，水资源前端信息

采集、传输系统及承接管理平台基本健全，跨行政区

界和重要控制断面、地下水、取退水口等监测感知能

力进一步提升，水资源监测信息实现汇聚共享，水资

源管理与调配“四预”能力进一步增强，能够更加及

时、准确、全面掌握各水源、各领域用水情况，对落实

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形成有力支撑。

水资源监测体系是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的

基础性支撑，是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

资源的关键手段。近年来，水资源监测体系建设取得

积极进展，但与实行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强化水资源

监管工作的要求相比，仍存在不健全不完善的地方。

《方案》要求，要紧紧围绕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坚

持需求牵引、应用至上，立足已有工作基础，加强资源

整合和信息共享，形成工作合力，以满足水资源管理需

求为目的，以提高监测计量覆盖面、提升监测计量数据

质量、加强监测计量数据成果应用为重点，健全责任明

确、支撑有力、监管有效的水资源监测体系。

到2027年底

我国基本建成较完善的水资源监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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