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5
月28日，省生态环境厅举行2021
年全省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工作培
训。会议对2020年全省生态环境
保护执法工作进行了总结回顾，
对2021年的执法和大练兵工作进
行了全面系统的部署，6 个市、县
做了表态发言。

会议要求，我省市县生态环
保执法队伍建设要坚持以深化改
革为动力，以开展大练兵活动为
载体，加快推动能力提升，不断释
放改革红利，真正培养一支能够

“打胜仗”的主力军。
加快深化执法体制机制改

革。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要
在完成组织体系并按新体制运行
的基础上，确保做好运行机制、能
力建设、执法队伍结构优化、法治
保障等全面到位的“后半篇文

章”，实现“真垂管”“真综合”“真
担当”“真作为”。要持续巩固“大
执法”格局，健全部门间生态环境
执法的协调联动，实现行业监管
与综合执法有效衔接、协同配合，
强化立法与执法联动、执法与公
检法联动、跨区域执法联动、跨部
门联合执法监管等工作，统筹协
调生态环境部门行政资源，健全
执法部门与要素监管部门、环评
部门、监测部门、督察部门等内部
协调机制。要创新监管方式，积
极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
定污染源监督执法体系。

加快执法队伍正规化建设步
伐。各级生态环境执法部门要采
取强有力的措施，以执法机构建
设标准化、装备器材现代化、队伍
素质专业化、管理制度规范化为
基本要求，切实补短板、强弱项。

制定实施“十四五”生态环境执法
能力建设规划，规范机构岗位设
置，进一步理顺省、市、县三级执
法机构的职能和人员配置，开展
规范化建设试点工作，尽快实现
统一执法证件、统一执法车辆（装
备）标识、统一执法制式服装。严
格考录制度，坚持“逢进必考”，提
高人员素质。要强化执法稽查职
能，完善行政监督机制，促进综合
执法队伍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
法。

加快推进环境信息化监管能
力建设。充分利用物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卫星遥感、无人机
等现代化技术手段，探索加强监
测监管的路径、方式、方法，不断
提升监测监管精细化水平。要加
快推进执法全流程信息化。统筹
移动执法系统建设、管理和应用，

2022年底前实现全省移动执法系
统应用全覆盖、全使用、全联网。
将现场执法和处理处罚的全过程
纳入系统留痕管理。推进移动执
法、“双随机、一公开”、行政处罚、
环境信用等信息系统共享互通，
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精准识别环
境违法问题，提升现场执法的精
准化、智能化水平。要拓展非现
场监管手段应用。强化自动监控
系统运行监管和信息公开，提高
监控质量。研究制定不同工况自
动监测数据超标判定原则方法，
提高自动监测数据用于行政处罚
的法律效力。利用无人机、无人
船、走航车以及卫星遥感等科技
手段，创新非现场监管方法，规范
非现场监管工作程序，逐步将非
现场监管作为日常监督执法的重
要方式。

我省举办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工作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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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在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龙山路社区，医护人员正

在为社区居民接种新冠疫苗。连日来，我省各地积极响应国家号

召，推进疫苗接种工作，不断扩大疫苗接种覆盖面，全力筑牢疫情

防控防线，构建全民免疫屏障。 丁研／摄

5月，吉林大地俯瞰如画！
榆树市八号镇大岗村，丰饶的黑

土之上，10 台秸秆归行机次第行进
在厚实的秸秆之间。一粒粒玉米种
子，被精准播种于土壤之中，等待发
芽。从2011年到2021年，榆树市晨
辉农机合作社一直在寻找、探索一套
更适合当地低洼地块的保护黑土的
耕作模式。

10 年中，合作社与长春市农机
研究院和相关农机企业联合研制成
功了我国首款玉米秸秆集行条耕联
合作业机——秸秆归行机，并率先在
东北黑土地上因地制宜推广应用了
保护性耕作条耕技术模式。

至5月中旬，晨辉农机合作社已
经完成了 6000 多亩条耕作业，但仍
有不少农民排着队等待着晨辉农机
合作社的到来。

中国科学院长春地理研究所、东
北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科技创新联盟
等多位土壤、农艺、农机专家不禁感
慨，这种使用国产机型进行大面积推
广应用保护性耕作条耕技术模式，是
对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

的又一次创新和丰富。
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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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免耕播种机、条带旋耕机
等新型农机具，正推动吉林农业生产
发生重大变革，黑土地上的“耕作革
命”向着更深更广领域不断拓展。

晨辉农机合作社社长刘臣说，10
年间，越来越多的合作社改变着传
统耕作模式，不断尝试在保护黑土
地的前提下，节约成本提高粮食产
量的新模式。晨辉合作社仅仅是
其中之一。

在梨树县梨树镇泉眼沟村三社，
大片的黑土被玉米秸秆完全覆盖，
200 马力自动导航拖拉机配套牵引

三行大型条耕机进行秸秆集行后，六
行高性能免耕播种机进行宽窄行播
种。在这里，玉米秸秆覆盖保护性耕
作技术已呈现出技术作业耕地连片
规模化、秸秆集行覆盖条耕化、免耕
播种大机化、作业导航智能化的全新
景象。

梨树县宏旺农机农业合作社负
责人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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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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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省 65%以上的耕地是黑土，
80%以上的粮食产自黑土。宝贵的
黑土地，是大国粮仓的根基，是中国

饭碗的底气。守护黑土地，保卫大
粮仓早已是吉林农业人的共识和追
求。

农业科研领域正百花齐放，各种
黑土地保护集成方案正在吉林大地
上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作用。“梨树
模式”已不再只是一项免耕技术，而
是随着时代的需要，发展成为一整套
黑土地保护的集成方案。省农科院
试验并推广的“深翻+归行覆盖+粉
耙”的“秸秆直接还田技术”、畜禽粪
便资源化利用的“秸秆过腹还田技
术”“化肥农药减施增效技术”“水肥
资源综合调控技术”、米豆轮作的“种
植结构优化”等 13 套黑土地保护集
成技术正在我省东、中、西部发挥着

节本增效作用。
新技术不断成熟，黑土地保护政

策不断出台，“耕作革命”在吉林大地
如火如荼。

——长春市推广黑土地保护性
耕作面积达 1000 万亩。同时，通过
研制新机具、推出新技术、探索新模
式，稳定提升黑土地综合生产能力。

——2020 年梨树县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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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常规地块增产8%以上，每亩节本
增收194元左右。

——全省8个保护性耕作“整县
推进”先行县之一的大安，18个乡镇
（场）223个行政村，全部推广应用了
保护性耕作技术，免耕播种机械增加
到 1600 台，保护性耕作技术已成为
玉米生产的主流技术模式。

2.9万套新型免耕播种机在吉林
大地上穿行，2800 万亩土地将被实
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吉林人民正
在“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这个‘耕地
中的大熊猫’”的实践中，留下铿锵足
音。

黑土地上的“耕作革命”
——我省推广应用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扫描

□ 吉林日报记者 何琳娣 孙翠翠

本报讯 牛泽刚 报道 延边州农机
部门多措并举确保保护性耕作顺利进
行，截至5月25日，全州完成保护性耕
作免耕播种面积5.2万公顷，同比去年
增加2.6万公顷。

今年，全州农机部门早启动、早落
实，3月初将年度任务分解落实到农户、
地块。适时举办全州保护性耕作现场
会，各县（市）也举办不同规模的作业演
示现场会，调动了农民实施保护性耕作
积极性。同时，举办保护性耕作技术培
训班，加大保护性耕作指导力度，提高
保护性耕作技术水平；优先补贴保护性
耕作免耕播种机等机具，保障需求，免
耕播种机保有量达到3680台；积极推进
远程电子监控设备安装，为项目实施做
好保障，新安装保护性耕作监测设备
1000多台；加大工作指导力度，坚持每
周一调度，及时掌握各县（市）任务开展
情况。州农业农村局和州农机管理技
术总站保护性耕作调研指导组对进度
慢、任务落实不到位的及时跟进督导，
确保今年任务全部完成。

延边州完成保护性耕作
免耕播种面积5.2万公顷

本报讯 郭志辉 记者 郭小
宇报道“大家好，今天为大家介
绍我们合作社生产的优质大
米……”5月18日19时许，长春
市九台区上河湾镇士军家庭农
场负责人赵婷婷熟练地打开了
手机软件，开始“直播带货”。

如今，赵婷婷“直播带货”早
已驾轻就熟。“现在我在全网三
个主流平台同步直播，一个多月
下来，粉丝数涨了几万人，每月
的销售利润也从过去的5000多
元，涨到现在的2万多元。”通过
网络直播，合作社的大米远销全
国各大城市。

赵婷婷是如何从农民成为
“网红主播”的？“以前我也试着
在网上开展销售，但效果并不
好，没几个人看，后来就不弄
了。今年初参加了区里组织
的培训后，学到了很多知识。”
赵婷婷说。为帮助农产品拓
展销路，九台区农业农村局成
立 了 九 台 区 电 商 协 会 ，培 训

“带货主播”，助推农产品线上
线下销售发展，帮助农户打开
农产品销路。

“我们九台生产了很多精优
农产品，但营销推广始终是个瓶
颈，所以，我们便把培养电商人
才作为培训新型职业农民工作
的重要工作之一。”九台区农业
农村局科教信息科科长姜辉承
担了培训工作。九台区采取集
中办班和乡镇分散办班方式，开
展一村一名网红培训活动，通过
培训与实战，培育出了一批网络
直播达人。

从拍摄技巧到沟通方式，从
如何更好展示产品到怎样编写
脚本……培训班上，电商专家手
把手教合作社负责人、农产品企
业员工“直播带货”。目前，九台
区已举办了两期网红达人培训
班，培训电商主播100多人。“我
们还将继续创新培训方式，拓展
网络销售渠道，让九台的精优农
产品走得更远。”姜辉说。

为精优农产品
拓展网络销售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