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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袤黑土地，春耕正当时。在吉林，
盐碱地改造成水田，村民旋耕打浆，着手
插秧；新建高标准农田，大型智能化农机
精准播种；一家家合作社里，大家通过智
慧农业系统查看春耕进度；一片片水田
里，稻鱼共生、生态种养……

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
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指出，吉林
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完
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统筹发展科
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

吉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围绕
“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坚持“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发力良田建设，推
进科技创新应用，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
体系，努力实现粮食生产面积稳、单产
增、品质优。

加强耕地保护建设：再增
良田万顷

大安市龙沼镇兴学村，稻田波光粼
粼，一眼望不到边。种粮大户张柏松正
驾驶农机在田里插秧。这几年，兴学村
周边荒芜的盐碱地逐渐被改造成稻田。

今年张柏松流转了 112 公顷新稻
田，他还特意增施了有机肥来提高肥
力。“村子周边增加了五六百公顷稻
田，每年能增加七八百万斤粮食供
应。”他说。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刘翔宜说，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吉林
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打好
良田基础，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压
舱石”。

吉林西部是世界三大苏打盐碱地主
要分布区之一。近年，吉林认真抓好盐
碱地综合改造利用，实施了100余个盐
碱地治理项目，新增耕地80余万亩，可
实现粮食年增产近10亿斤。

一批涉农企业正参与到吉林盐碱
地治理项目中。在大安市龙沼镇的中
化环境修复（吉林）有限公司育苗基地，
200余座大棚的稻苗散发着阵阵清香，
这些稻苗正在被移植到周边新改造的
稻田里。

“今年我们还有6万余亩的盐碱地
改造和低产田改善项目，未来这些土
地都将成为高产田。”该企业总经理马
亮说。

近年来，吉林聚焦发展现代化大农
业，加快推进“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
程，把全面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作为持
续增强粮食供给保障能力的重要举措。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力落实
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任务。吉林
推进盐碱地改造的同时，正高质量建设
高标准农田，挖掘良田增粮潜力。

春耕前，吉林中部粮食主产区各地
打井、上电、抛洒有机肥，高标准农田建
设火热。这几天，在公主岭市二十家子
满族镇猴石村，村民回凤楼正驾驶着“小
四轮”在新修的机耕路上穿梭，运送种
子、化肥。田间，拖拉机牵引着播种机进
行播种作业。

过去，猴石村田间的机耕路是一条
条土路，沟渠边的农田也因雨水冲刷而
被侵蚀。公主岭农业农村部门利用国债
项目加快兴建高标准农田，为该村修缮
了6公里沟渠，铺设了4.2公里机耕路。

今年，施工企业又为全村耕地增施
了一层有机肥。回凤楼说：“农机进地方
便了，耕地也更肥沃了，正常年景下，产
量肯定能提高。”

稳面积，提单产。吉林正在实施耕
地有机质提升行动，推广保护性耕作、增
施有机肥等一系列黑土地保护技术，强
化黑土地保护利用和退化耕地治理。

今年，吉林粮食播种面积预计超过
9000 万亩，力争年内新增和改善水田
17.8万亩，新建高标准农田1000万亩，
推广保护性耕作4000万亩，全方位夯实
粮食安全根基。

天上看、云里算、掌上管：
智慧种地更高效

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
化。如今的吉林黑土地上，一批批智慧
农业装备正驰骋田野，高效精准完成春
耕生产。

在四平市铁东区小塔子村，永发农
机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大勇在办公
室操作着“吉农云”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管
理系统。大屏幕上，近千公顷耕地中每
块土地的信息一目了然，播种机在哪作
业，播种进度、质量如何，都能实时查看。

“村里土地多，地块之间差异大，过
去全靠两条腿，现在有了智能装备，坐在
办公室就把活干了。”王大勇说。

吉林正开展数智赋能大田作物单产
提升试点示范建设，通过加快玉米全产
业链大数据中心和平台建设，推动农业
生产经营主体数智化转型升级。

现在，王大勇在拖拉机上安装了自
动导航系统，实现农机无人驾驶作业。

“过去1000公顷地要20多个农机手，现
在仅需5个人。”他说。

用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
发展智慧农业，是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的
发展方向之一。吉林加大“优机优补”力
度，支持企业研发制造智能农机装备，一
批高端拖拉机、播种机、农业物联网设备
不断普及应用。

在松原市乾安县的大遐农场，卫星
导航拖拉机、高精度免耕播种机、水肥
一体化设备等装备正保障数万亩农田
在 20 多天里完成春耕生产；在前郭尔
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双子生态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稻田里智能杀虫灯、自动化
灌排水设备让人用手机就能轻松操控
田间管理……

作为推进“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
程的重要举措，吉林持续强化农业科技
装备支撑，加快打造数字农业管理平台，
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

依托“吉农云”平台，吉林正建设
一批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和“数字村”，
让农田管理实现“天上看、云里算、掌
上管”，让手机成为“新农具”，数据成
为“新农资”。

202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因
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目前，吉林已建立智慧农场60个，
全省农作物机械化率达到 94.7%。今
年，吉林将加快玉米、水稻等6个省级育
种创新平台建设，深化农机研发制造推
广应用一体化试点示范，拓展农业农村
数字赋能应用场景。

种养结合、多元供给：蹚
出绿色农业新路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必须坚定不移
走绿色发展之路。

在四平市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绿色食
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田野里
农机穿梭。

这个生产基地施用符合绿色食品标
准的农药和化肥进行绿色防控，覆盖梨

树县200多个村、8万多户农户，成为我
国高品质玉米的重要生产基地。

基地内的梨树县青堆子村，农户
正应用秸秆还田、测土配方施肥等黑
土地保护技术，稳定玉米产量，提高玉
米品质。该村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合
作社还将牛粪堆沤发酵成粪肥还田。

“化肥逐年减量，今年扩大鲜食玉米种
植，高品质玉米越来越多。”合作社负
责人韩凤香说。

目前，吉林省一些产粮大县正积极
扩大绿色、优质粮食作物供应。全省已
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20余个，覆盖400余万亩耕地。

今年，吉林在主攻单产和品质提升，
确保粮食稳产丰产的同时，统筹发展科
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
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在吉林西部，一些农业企业、农民合
作社正探索一条绿色循环、种养结合的
生态循环农业新路。

在大安市联合乡的国家级稻渔综合
种养示范区，信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
1万余亩稻田正加紧进行绿色、有机水
稻插秧。

稻田周边，企业建起了有机肥加工
厂，饲养着鸭、鹅、猪等畜禽。公司负责
人王千士介绍，春耕前，把发酵好的粪肥
抛洒进田里，插秧后，再把蟹苗、鱼苗、鸭
雏陆续放入田间。

蟹、鱼、鸭在稻田里吃草、吃虫，为稻
田施肥。生态种养的生产方式，让稻田
远离了杀虫剂和农药，产出高品质大米
的同时，还收获稻田蟹、稻田鱼、稻田
鸭。如今，这家企业建起现代化水稻加
工厂，注册了品牌，通过延伸产业链条，
高品质大米畅销全国各地。

吉林省通过绿色种植、生态养殖，
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加快农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构建起粮经饲统筹、农林牧
渔并举、产加销贯通、农文旅融合的现
代乡村产业体系，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
化大产业。

白山松水，沃野千里。国之粮仓，重
任在肩。刘翔宜说，接下来，吉林将创建
省级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园区，建立万亩
粮食生产技术集成示范基地，支持农产
品加工企业向县乡布局，激发现代农业
产业发展“活力细胞”。

近日，在四平海关的严格监管下，
吉林省晟然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内，一穗穗源自“黄金玉米带”的鲜食玉
米，历经漂烫、真空、灭菌、冷却等多道
工序，完成属地查检流程后，即将扬帆
起航发往韩国。这意味着四平鲜食玉
米首次成功叩开国际市场大门，为我市
现代农业发展掀开崭新篇章。

品牌赋能，擦亮金字招牌
我市精心构建“政策+质量+科技”

的品牌赋能体系，持续为“四平玉米”这
一金字招牌增光添彩。四平玉米地理
标志品牌的打造，以黑土地保护“梨树
模式”为坚实根基，使得“黄金玉米带”
成为高品质的代名词。

四平不仅注重品牌塑造，更将目光
聚焦于产品质量。通过发布《四平玉米
价格指数》，制定“四平一级原粮玉米”
与“四平一级鲜食玉米”双标准体系，推
动12家重点企业顺利通过国际食品安
全管理体系HACCP认证，实现了从种
子选育到终端销售的全流程可追溯。
凭借品牌与标准的双重打造，“四平玉
米”实现华丽转身，从地方特色产品摇
身一变成为国际市场的通行证，让“土
地的馈赠”真正化作打开全球市场的

“金钥匙”。
从“梨花糯”到“黄金糯”，一个个特

色鲜明的产品名称，不仅承载着地域特
色，更深刻反映出品牌化对农业现代化
的强大推动作用。

科技领航，锻造产业实力
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科技赋

能。四平鲜食玉米出口的成功，有力验
证了科技创新对传统产业发展的重要
支撑作用。吉林省晟然食品有限公司
作为四平玉米的代表性企业，凭借技术
创新，成功打造从生产效率到产品品质
的核心竞争力。从引入气吹扒皮技术
实现玉米苞叶精准剥离，将玉米加工效
率提升5倍，到依托液氮锁鲜生产线大

幅提升产品“新鲜度”，再到凭借智能化
厂房和生产线构建全国领先的玉米产
品制造体系，晟然食品以技术革新为突
破口，持续提升产业硬实力，成为玉米
深加工领域的佼佼者。

更为关键的是，四平不仅着眼于产
品本身，还凭借创新科技打造多元化、
精深化的玉米产品矩阵。从玉米面条、
黄金玉米酒，到玉米须茶、低 GI（升糖
指数）发糕等养生食品，再到玉米肽、冻
干粉等尖端科技产品，四平通过“农头
工尾”的产业链延伸，深度挖掘玉米的
多元价值。这种“全链条开发”模式，不
仅为传统农业注入新活力，更助力四平
鲜食玉米成功进军主食化、功能化消费
市场，开拓出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政策护航，拓展全球市场
在四平鲜食玉米“出海”的征程中，

扶持政策与主动靠前的政务服务功不
可没。依托“5+2”预约查检服务、鲜活
易腐农食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海关通
关流程得到大幅优化，为企业提供全天
候高效服务。同时，四平海关主动对接
企业需求，提供从备案到出口前政策解
读，再到申报指导等“一对一”服务，切
实为企业解决后顾之忧。

此外，四平积极融入国家和省级战
略，大力推动农业与科技、文化、市场的
深度融合。依托第112届全国糖酒商品
交易会等高规格平台，与多家龙头企业
达成战略合作，深度推进产品研发与渠
道拓展。品牌与市场的“双轮驱动”，让
鲜食玉米成为连接消费者、企业与市场
需求的重要纽带，为传统农业融入现代
市场体系提供了可借鉴的“四平路径”。

四平鲜食玉米实现出口，充分展现了
我市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积极
探索与实践。从黑土地迈向全球市场的
跨越，为农业发展模式的转变提供了重要
的思路指引。未来，我们要推动更多优质
农产品走向全球市场，为农业强国建设贡
献更多“四平智慧”与“四平方案”。

一穗玉米闯世界 三重赋能展新篇
唐亚江

“黑土粮仓”春耕忙
——吉林推进现代化大农业建设一线观察

新华社记者 宗巍 薛钦峰 孙鹏程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凯）5 月 19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德明深入梨树县
和双辽市，就项目建设工作开展调研。
他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
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
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
着力破解难点堵点，全力推动项目建设
提速提质提效，为打好打赢四平经济攻
坚战、荣誉保卫战增势赋能。

陈德明先后来到梨树县天茂水泥 1
号水泥磨机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鼎研化
工精细化工、吉电股份风光制绿氢生物
质耦合绿色甲醇和双辽市禾丰食品8000

万只肉鸡养殖屠宰深加工全产业链、嘉
晟棠樾小区、天威电化有限公司年产 30
万吨电石移地技术改造、天翅生物年产
8 万吨饲料添加剂等项目现场，实地踏
查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项目规划设
计、安全生产等情况，与有关负责人深入
交流，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

陈德明强调，当前正值项目建设黄
金期，要紧盯时间节点，高标准、高质量、
高效率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持续优化施
工方案，科学调配施工力量，在确保工程
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抢工期、赶进度，
全力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

要锚定目标任务，压紧压实责任，持续掀
起“项目为王、只争朝夕”的攻坚热潮，实
实在在抓住一批大项目、推进一批好项
目。要提高服务效能，及时协调解决项
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企
业提供全链条、全方位服务，确保项目建
设提速、提质、提效。要时刻绷紧安全生
产这根弦，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
理，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从严从细落
实安全生产措施。要积极融入和服务国
内国际双循环，深化国际合作，拓展海外
市场，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梨树县、双辽市和市直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参加活动。

陈德明深入梨树县和双辽市调研时强调

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
为打好打赢四平经济攻坚战荣誉保卫战增势赋能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雪）5月16日，市委副书记、市
长陈德明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党委
委员、副行长王玉刚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就深化政银
合作、携手互利共赢等事宜深入交流。

陈德明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王玉刚一行的到来表示
诚挚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四平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指
出，四平市是传统工业城市，“三机两车”曾驰名全国。四
平也是现代农业大市，位于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之一，粮
食总产、单产、商品率均居全国前列。四平历史传承悠
久，是满族重要发祥地之一，解放战争时期因“四战四平”
闻名中外。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殷切嘱托，紧紧围绕市委“1288”总体工作思路，带领全
市上下砥砺奋进、顽强拼搏，坚决打好打赢四平经济攻坚
战、荣誉保卫战，经济社会发展迈出了坚实步伐。工商银
行一直以来全力支持四平发展，在服务中小微企业、做好
重大项目和重点领域金融服务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希望双方在巩固现有合作的基础上，加强特色金融服务，
拓宽融资渠道，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为四平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金融支撑。四平将一如既往做好服
务保障，积极优化金融生态，为金融机构健康发展创造良
好条件。

王玉刚介绍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
行的发展情况，并感谢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的信任与支
持。他表示，四平经济发展态势好、潜力大，工商银行吉
林省分行将充分展现国有大行的政治担当，创新政银企
合作模式，扩大融资供给，展现更大作为，为四平经济高
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邱岩，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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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晚7时，仁兴里沉浸式文
旅街区盛大开街，以丰富的文化体验和
多元的消费场景，开启了一场充满创意
与惊喜的文旅盛宴。这条充满历史韵味
与现代活力的街区，吸引着无数游客前
来“打卡”。现场的游客熙熙攘攘，或驻
足欣赏精彩表演，或品味地道的美食小
吃，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和喜悦
的笑容。

仁兴里沉浸式文旅街区是国家级文
旅街区，致力于打造集城市文化、特色美
食、文创零售、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特色消
费新地标。此次开街在业态布局上实现
了重大突破，在保留特色美食的同时，大
幅增加文创、娱乐等多元业态。街区内，
不仅有汇聚各地风味的特色小吃，满足
游客的味蕾，更有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
展示着四平地域文化与艺术魅力。此
外，各类娱乐互动项目也闪亮登场，无论
是喜欢传统文化的游客，还是追求潮流
体验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
己的乐趣。

从“仁兴里”大门看过去，街区灯火
辉煌，人声鼎沸，从传统手工艺到现代潮
流商品，从地道美食到风味小吃，每一个
角落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让人流连忘
返。在一个烧烤摊位前，围拢着不少游
客，只见老板熟练地翻转肉串，配着火候
撒上调料，不一会儿，吱吱冒油、香味十足
的大肉串就烤好了。记者还看到许多美
食档口前都排起了长队，大家紧盯着师
傅们手里的大面筋、肉夹馍、生煎包，不由
自主地咽口水。有的人拿着手机边走边
拍发着朋友圈，有的人和家人互相分享
彼此的美食，有的人向网络另一端的亲
友传递着现场的热闹与喜悦。“这里的节

目好看，各个美陈打卡地都独具匠心，充
满了艺术感和趣味性。好吃的更是接地
气，在家门口就能品尝到各地的美食，这
种感觉太棒了！”市民王佳吃着刚烤好的
大鱿鱼，对记者竖起了大拇指。

今年，街区在保留去年热门小吃的
基础上，又引进了众多全国各地的热门
小吃，让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能感
受到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除了美食
外，升级后的街区内，演出活动更加丰富
多彩。“凤舞九天”“涅槃舞焰”“桃弦迎春”

“荷风惊鸿”“山河入画”“风火踏浪行”“璀

璨非遗”“灵狐绮梦”“西游新篇”“多彩弦
歌”“民族雅集”“鹿鸣云阙”“古韵风华”13
个主题舞台的精彩演出轮番上演，每个
主题演出都独具匠心，深度融合传统文
化与现代创意，通过舞蹈、音乐、杂技等多
种艺术形式，给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文化
体验。

仁兴里沉浸式文旅街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开街只是精彩的开始，街区将上演
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实现“月月有主
题、季季有爆款”。从激情四溢的啤酒
节、充满童趣的儿童主题月，到弘扬红色

精神的红色文化月，再到计划承办的国
家级赛事，街区还将联合本地演艺资源，
每天带来93场次的舞蹈互动、杂技特技
等演出，让游客随时都能沉浸在欢乐的
氛围中。

此次仁兴里沉浸式文旅街区的盛大
开街，充分展示了我市在文旅产业方面
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随着街区各项
活动的持续推进和不断完善，相信“仁兴
里”将成为四平的一张靓丽名片，吸引更
多的游客前来感受文化的魅力，为全市
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更加强劲动力。

激活文旅新业态 注入发展新动能
——仁兴里沉浸式文旅街区开街记事

全媒体记者 邢天笑 孙莹

“仁兴里”开街 全媒体记者 于天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