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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伊通满族自治县保护性耕作
带头人的王立涛，常年深入基层，宣传、
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和其他农机技术；
跟农机户一起开展秸秆处理、免耕播种
和深松等农机作业，推广先进适用农机
具，改进农机具，发明新机具，十余年如
一日，足迹遍布全县保护性耕作地块，
农忙的时候他的手机就是服务热线，全

天候为农民讲解技术难题和项目解读，
是农民的良师益友。

2012 年开始，王立涛带领农机户
试验示范保护性耕作，2017 年伊通开
始对保护性耕作实施作业补贴，当年
全县实施面积 2823 亩，2022 年达到 62
万亩，伊通保护性耕作在全省半山区
市 县 中 一 直 名 列 前 茅 。 组 织 实 施 深

松 、黑 土 地 保 护 、高 效 植 保 、秸 秆 打
包 、水 田 秸 秆 在 耙 浆 等 十 余 个 项 目 ，
政 策 实 施 中 时 刻 坚 定 为 人 民 服 务 的
宗旨，把握政策标准，工作认真踏实，
在各种检查验收中，项目管理没有出
现过任何纰漏，多次得到省市县有关
部门表彰。

他一边推广新技术，一边钻研新技
术、一边研发新机具，研发秸秆归行搂
耙，破解保护性耕作“梨树模式”难题，
并不断改进，秸秆归行搂耙和前置悬挂
搂耙为国内首创，填补秸秆全量覆盖保
护性耕作关键环节农机具空白，在东北
地区广泛应用，为保护性耕作“梨树模
式”做出贡献，国内保护性耕作知名专
家对他的发明创造予以充分肯定；研发
坡地单体播种机，推进坡地保护性耕

作；研发秸秆掩埋装置，首次提出条旋
理念；近年来研发专利 10 项，其中 7 项
为保护性耕作专利。新机具、新产品研
发公布后，取消知识产权保护，把他的
新理念、新机具奉献给社会。“保护好黑
土地，农民增产增收就是对我最好的奖
励。”王立涛说。

在推广保护性耕作上，王立涛十
分注重对农务从业人员的培养，每年
召开保护性耕作培训会、现场演示会
和总结会，乡镇农机推广技术人员，合
作社主要成员、家庭农场场主和农机
大户积极参加，大家一起认真探讨保
护性耕作和深松技术要领，不断创新
技术，解决实际问题，做到共同进步，
共同推进保护性耕作技术，促进生态
农业发展。

黑土地的守护者
——记伊通满族自治县黑土地保护监测中心王立涛

全媒体记者 陈凯

近年来，梨树县大力实施千
万头肉牛工程，着力做大总量、
做优质量、做长链条，有效破解
养殖户养牛难题，拓宽增收致富
渠道，全县肉牛饲养量实现快速
增长。图为梨树县东河镇全顺
养殖合作社肉牛养殖车间，工人
正在给牛喂水。

全媒体记者
王冬雪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张鹏）为进
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双辽市东明镇前太平村
因地制宜、结合自身优势，多措并举积
极推进特色中草药种植，通过种植合
作社带动，发展林下经济、庭院经济、
路旁经济，引领农户增收。

多方实地考察学习。前太平村多
次外出到安徽亳州、河北安国、山东淄
博和伊通、阜新、赤峰等地考察，先后
邀请和对接安徽亳州药商、伊通中草
药协会、四平北药集团种植基地专家、
吉林农大教授到村实地踏查，做土壤

检测、市场分析、拓宽销售渠道。通过
去年种植中草药的实践经验证明，前
太平村及周边土地性质适合中草药种
植 。 据 此 ，前 太 平 村 以 点 带 面 ，探 索

“ 村 委 会 ＋ 合 作 社 ＋ 农 户 ”的 发 展 模
式，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选用特色种植品种。前太平村精
心选取三种中草药品种进行种植。“射
干”又叫“蝴蝶花”具有清热解毒祛痰
利喉、活血消肿功能。大田种植“射
干”对土地要求不高，土壤贫瘠地块、
路旁、林下、园林都可种植，三年成药，
亩 利 润 9000 元 ，公 顷 利 润 13.5 万 元 。

“独角莲”地方又称“疔毒豆”，具有清
热解毒、排湿等功效。经过多次考察
沙土、黑土均可种植，春种秋收当年见
效，净利润每亩 8000 元，公顷利润 12
万元。“丹参”又称“血参”，具有治疗胸
心疼痛、瘀血闭堵等功效，“丹参”适合
沙性土壤种植，目前价格上升，市场用
量 大 ，亩 纯 利 润 8000 元 ，公 顷 纯 利 润
12 万元。

市场前景效益可观。中草药近几
年市场需求量大，南方中药大部分都
是多茬种植，土地匮乏造成草药品质
下降，含量不足，出口检测不达标，北

方单季种植，土地休眠期长。双辽地
区首次种植中草药，土地干净健康，产
品质量好，品相突出，基本都是一级货
品，出口达标。前太平村积极开展招
商 引 资 工 作 ，与 药 商 洽 谈 合 作 ，依 托
绿 优 合 作 社 ，用 4 天 时 间 ，累 计 雇 佣
500 余人种植中草药 48 公顷，育种苗
1.4 公顷，预计年利润 384 万元。相关
负责人表示，东明镇前太平村将引资
300 万元，扩大种植面积，辐射周边村
屯发展林下和庭院种植中草药，纳入
农户和脱贫户入股和务工增收，提高
经济收益。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凯 通讯
员 高峰）一直以来，铁东区委组织部
把 发 展 壮 大 村 级 集 体 经 济 作 为 重 要
任 务 来 抓 ，通 过 全 面 深 入 调 查 研 究 ，
探索建立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新
模 式 ”，不 断 推 动 党 建 引 领 乡 村 振 兴
提质增效。

打造“飞地共建”模式，破解土地难
题。农村发展农业，土地是关键，为解
决部分农村土地资源少、无可利用集体
土地的情况，铁东区调动全区资源，优
化合理配置，打造“飞地共建”模式。叶
赫满族镇叶赫村、双合村、营盘村三个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以资金入股形式
与英额堡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组成联
合社，流转土地 40 公顷种植鲜食玉米，
取长补短，实现抱团发展，增强村集体
联合“造血功能”。

探索“村企合作”模式，打破产销桎

梏。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
前提。传统农业发展模式受种养技术、
产业物资、管理经验等因素影响较深，
已经难以适应当前市场发展。铁东区
委组织部探索“村企合作”模式，全面摸
排全区各村农业发展情况，梳理优势潜
力，厘清困难需求，积极统筹协调辖区
乃至周边城市规模企业，探索村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企业的“村企合作”模式，
组织 16 家企业，54 个行政村召开“村企
对接会”，形成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基
础劳作、企业支持和兜底的“签单式”合
作方式，打破了产销桎梏，实现了村企
双方优势的有效串联和整合，对于推动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实现强村富民具有
破茧作用。

创新“区域性联建”模式，解除分
化痼疾。逐步缩小发展差距，实现全
体 人 民 共 同 富 裕 的 目 标 。 农 村 之 间

自 然 条 件 不 同 ，优 势 各 异 ，发 展 程 度
参 差 不 齐 ，强 村 越 强 、弱 村 越 弱 的 苗
头显现，统筹农村发展势在必行。铁
东 区 创 新“ 区 域 性 联 建 ”模 式 ，强 村
带 弱 村 ，通 过 资 源 共 享 ，优 势 互 补 ，
推动实现全区农村齐头并进、共同发
展。铁东区城东乡率先采用“区域性
联 建 ”模 式 ，以 城 东 乡 小 塔 子 村 党 组
织领办合作社为核心，发挥数字乡村
优 势 ，带 动 城 东 乡 永 乐 村 、河 夹 信 子
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突破村集体经
济 发 展 瓶 颈 ，以 统 一 种 植 计 划 、统 一
生 产 资 料 、统 一 产 品 销 售 、统 一 技 术
指 导 、统 一 智 慧 服 务 的“ 五 个 统 一 ”
发 展 思 路 ，实 现 标 准 化 生 产 、集 约 化
经 营 、规 模 化 销 售 ，各 村 领 办 合 作 社
协同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合力增收。

推进“校地合作”模式，突破人才藩
篱。人才振兴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

关键因素。人才队伍建设是村级集体
经济谋思路、找方向、促发展的重之又
重。铁东区谋划实施“雁阵齐飞”工程，
与吉林工程职业学院签订“人才培养
框架协议”，推进构建“校地合作”模
式 ，通 过 打 造 人 才 培 育 大 课 堂 、乡 土
人才专家实践站、人才孵化基地等一
系列举措，培育致力于铁东乡村振兴
事 业 的 乡 土 人 才 ，建 立 健 全 铁 东 区

“乡土人才”库。今年以来，铁东区已
组 织 开 展 乡 土 人 才“ 雁 阵 齐 飞 ”工 程
系列培训活动 3 次，培训涵村“两委”
成 员 、后 备 干 部 、种 植 养 殖 大 户 等 人
才 274 人 ，为 乡 土 人 才 在 提 升 农 业 技
术 ，拓 展 发 展 思 维 ，增 强 信 息 技 术 应
用水平等方面提供极大帮助，为铁东
区培养农村农业专业人才，推动乡村
产业发展，助推乡村振兴再上新台阶
起到奠基固本作用。

深耕“新模式”擘画“新图景”
铁东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中草药种植为乡村振兴开出“良方”
双辽市东明镇前太平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全方位夯实粮食
安全根基，一个重要
方面就是把“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真正落
实到位，把发展农业

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立夏后万物蓬勃生长，一幅幅“科技农耕图”在广袤

田野铺展开来：中原粮仓，无人机飞过大田，“一喷三防”
作业忙，麦苗茁壮生长；赣南大地，高速插秧机来回穿梭，
稻田一片新绿；东北黑土地，“田保姆”推广保护性耕作、
北斗导航作业，豆种入土扎根……新农机驰骋、新品种落
地、新农艺见效，农业生产一线激荡新动能，让大国粮仓
的支撑保障越来越坚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
技。”不久前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
出：“要更加重视藏粮于技，突破耕地等自然条件对农业
生产的限制。”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着力推进农业科
技装备全领域突破，农业现代化、规模化经营、绿色化发
展取得新进展。当前，冬小麦面积稳中有增，长势好于去
年，春播进展总体顺利，夏粮丰收有了扎实基础，全年粮
食稳产增产底气更足。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
产能提升行动”，要求“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物质基
础”。应该看到，这些年，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端稳中国
饭碗，14亿多人吃饱吃好。现在，粮食需求刚性增长，端
牢饭碗还面临不少压力，提升粮食产能仍然是首要任
务。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把“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
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推动实现产能提升、结构优化、
韧性增强、收益提高。

农业科技可以运用到粮食生产的各环节，提升播种
效率、产业韧性和竞争力。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加
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完成新建4500万亩和改造提升
3500万亩年度任务，必须补上土壤改良、田间灌排设施
等短板，统筹推进高效节水、水肥一体化设施建设。强化
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要以破解“一大一小”农机装备卡
点难点为重点，加紧研发平原地区适用的大型智能农机
装备、丘陵山区适用的小型机械和园艺机械。种源安全
关系到国家安全，要加快培育高产高油大豆、短生育期油
菜、耐盐碱作物等新品种，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
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让农民种粮能挣钱，粮食生产才有保障。提升农业
科技创新水平并加快推广使用，能够为农民增收拓展新
路径，主要体现为“节本”和“增效”两个方面。从节本来
看，农业机械化生产不断普及，农机装备水平不断提升，
大量节省了人力物力成本。从增效来看，随着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应用于农业，通过智慧
农业云平台实现精准施肥、精准灌溉等，极大提升了农作
物的品质。积极应用现代农业科技延伸产业链条，实现
土地效益最大化，带动广大农民多种粮、种好粮，能获利、
多得利，将为保障粮食安全筑牢坚实基础。

希望的田野上，新的丰收正在孕育。全力以赴保持粮
食稳产增产好势头，把丰收的基础转化为丰收的果实，分
品种压实种植面积，分环节挖掘增产潜力，分主体调动种
粮积极性，充分发挥农业科技的赋能作用，必能确保全年
粮食产量在1.3万亿斤以上，赢得粮食安全的战略主动。

藏粮于技

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常 钦

干净整洁、没有明显异味……这是记者近日走进贵州黄平县
新州镇良田村肉牛养殖场的第一印象。“我们有上百头牛在这里进
行圈养，牛的‘吃喝拉撒’都在牛圈内进行，虽然最近气温逐渐升
高，不过圈内没有明显异味，这得益于发酵床养殖技术的推广。”养
殖户杨秀成说。

杨秀成是良田村的养牛大户，他于2016年成立专业合作社开
始进行规模化肉牛养殖。“以前养牛，圈内牛粪打扫费时费力，而且
产生的排泄物还容易造成污染。”杨秀成说，两年前，他尝试使用

“发酵床养殖技术”，即通过在牛圈内铺设过滤垫层，再添加相应生
物制剂，可有效解决牛粪中有机物的降解、转化，以及臭味的吸收。

“该技术帮助解决了牛圈臭味问题，同时还节约了相应成
本。”杨秀成说，他每年减少了 3 万元的人工处理成本，同时降
解物可经过无害化处理变成有机肥料用于种草养牛，每年可再
帮他节约近 6 万元的肥料成本。

杨秀成使用的发酵床养殖技术，是黄平县近年来积极推广清
洁养殖、绿色养殖的典型成果。地处云贵高原东端的黄平县，近年
来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发展家庭农场规模化养殖等方式，拓展了肉
牛养殖规模。为解决养牛过程中的粪污污染，黄平县在2021年引
进一家生物制剂生产企业，在全县推广发酵床养殖技术，帮助企业
和养殖大户进行清洁养殖和推动生态循环利用，目前全县近六成
的规模化养殖场已经推广使用该技术。

黄平县委副书记吴政富介绍，除了推行清洁养殖，全县利用当
地酒企酿酒产生的酒糟和回收的水稻、高粱、玉米秸秆，“变废为
宝”当作养牛饲料，同时利用发酵床养殖技术产生的有机肥进行还
田使用，达到生态循环利用目的，还帮助企业节约生产成本。

在推动生态养牛的同时，黄平县还注重数字化赋能，引导企
业、农户进行“智慧管护”，实现生物资产的在线盘点、溯源管理以
及牛群健康监测等科学管理。

在黄平县新州镇东坡养牛基地，成片的牛群白天在山间悠然
觅食青草，傍晚时分便回到现代化牛舍休息。

“公司将1200余头能繁母牛进行白天放养，我们给牛打上电
子耳标，拥有定位功能，只要越过牧场一定范围，公司智慧监测平
台就会自动报警，防止牛群丢失。”贵州黄平农博翔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张靖介绍，东坡养牛基地是该公司重要的能繁母牛培育点，
每头母牛带有电子耳标，可用于监测牛的体温、运动步数、进食量
等数据。“如果牛出现发烧等情况，公司的智慧监测平台会第一时
间预警，同时提醒工作人员对其进行看病治疗。”张靖说。

“黄平县不断强化科技支撑，加快构建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
可持续发展格局，帮助传统肉牛产业发展不断提质增效。”吴政富
介绍，黄平县牛存栏量达4.3万余头，其中进行规模化养殖的公司、
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共有145家，全县肉牛产业产值接近7亿
元。 （李凡）

生态循环 智慧管护
——贵州黄平肉牛产业发展见闻

振兴论坛毕业于延边农学院农机系的王立
涛，多年来从事黑土地保护培训、推广、
管理和农机新产品研发工作，在保护性
耕作“梨树模式”机具研发、技术推广和

项目实施上得到国内相关专家认可，长期服务基层深受农民欢迎，他把
自己的足迹留在田野大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