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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粮仓”“松辽明珠”，地处世界著名的
“黑土区”和“黄金玉米带”……千里沃野，打造
了梨树县一张又一张闪亮名片，叫响全国。

四年来，梨树县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吉林时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总结推广

“梨树模式”，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加快转
变农业发展方式，以现代农业技术保护好耕地
中的“大熊猫”。如今，黑土地保护利用有了新
成效，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有了新面貌，农业
全产业链建设有了新进展，一份份稳健答卷，
见证着梨树县四年来现代化“大农业”高质量
发展的丰硕成果。

聚焦黑土地保护
坚决扛牢维护粮食安全重任

夏风吹动谷连天，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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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地块，玉米长势喜人，放眼望去，湛蓝的天空
下绿油油的玉米苗像一张绵延的地毯，生机勃
勃，迎风招展。

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中国农业大学
梨树实验站副站长王贵满走进玉米地，扒开被
秸秆覆盖着的黑土层查看墒情。“我们始终致
力于丰富拓展‘梨树模式’的内涵外延，在原有
的4种保护性耕作模式基础上，结合‘秸秆变肉
’工程，把秸秆科学离田和粪肥堆沤还田融入
其中，打造更加节本增效的‘4+2梨树模式’，现
在已经初步实现种养循环、绿色发展。”王贵满
说目前推广面积已经由 2020 年的 205 万亩增
加到今年的325万亩，实现了适宜推广地块全
覆盖，并带动全省推广面积近3700万亩。经过
多年连续监测，实施“梨树模式”的地块每公顷
可节约成本1200元左右，单产提高8%以上，真
正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一系列稳根本、打基础、利长远的思路落
地成章，一个个重实效、出实招、解难题的举措
迎难而生，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十强县，梨树县
紧紧围绕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这一主责主业，大
力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一体推进
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和“智慧农业”深度融
合。2023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42.43亿斤，
顺利实现“十九连丰”。

良田方面，成立由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
同志任组长的黑土地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实行
县包乡、乡包村、村包社、社包户的县乡村社

“四级网格化”运行机制。全县建成高标准农
田 209 万亩，实施东北黑土地保护工程 16 万
亩，新建清淤“四沟四渠”近1.6万公里。

良种方面，深入实施良种繁育提升工程，
与三亚市崖州区签署《友好县区战略合作协议
书》,建立崖州“黑土粮仓·梨树种业”科研育种
基地等成果转化基地，共同打造“南繁北育”现
代种业发展格局。同时，全力支持当地“育繁
推”一体化种业企业发展，投资1300 万元为富
民种业建设果穗风干作业线，年可繁育良种
700万公斤。

良法方面，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在全县
建成以300公顷为一个标准方的现代农业生产
单元 40 个。同时，共同打造千亩方试验田 7
块，示范推广“玉米+大豆”“玉米+花生”“玉
米+马铃薯”带状复合种植超1.5万亩，三种间
作方式较清种玉米亩均分别增收 630 元、660
元、300元。

良机方面，从2008年在梨树县诞生了全国
第一台免耕播种机，到2022年最新一代多功能
免耕播种机“开犁”,“梨树模式”配套农机具迭

代升级、推广普及。新一代多功能免耕播种机
一次作业可完成多道工序，比采用传统方式耕
作，增产幅度可达 10%左右。目前，梨树县农
业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稳定在96.4%以上，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近2个百分点。

“智慧农业”方面，启动“互联网+农机”工
程，累计投入使用远程终端监测设备 3778 台
（套），将保护性耕作、有机肥撒施等农机作业
纳入省农业机械化精准作业平台监测。建设
梨树县国家数字种植业创新应用基地建设项
目（玉米），在凤凰山、卢伟、宏旺3家农机农民
专业合作社搭建智慧平台、智能物联网平台，
依托卫星遥感、GIS空间信息、大数据等技术，
指导合作社科学实施田间管理。

聚焦合作社发展
努力探索规模化经营新路

“我们合作社经营面积占全村耕地面积的
90%，全部采用‘梨树模式’，玉米公顷平均产量
达到2万斤以上。现在植保、飞防都采用无人
机，在家里用手机就可以监测到大田播种质
量、田间的病虫草害等情况，真正实现了数字
化农业。”据梨树县卢伟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卢伟介绍，四年来，合作社坚持“风险共
担、市场共创、实惠共享”原则，充分发挥主体
带动作用，大力推进土地经营规模化、生产作

业机械化、生产方式科技化、生产经营集约化、
产业发展融合化，不断提高农民农业生产综合
效益。

作为农业大县，梨树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萌
芽较早，先后创造了第一家注册合作社、第一
家获得国家银监会批准的资金互助社等合作
社发展“五个全国第一”的历史记录。

“我们坚持把促进合作社发展作为乡村振
兴的重要内容，依托基础特色产业全力发展种
植养殖多样化合作社，走出一条联农、带农、富
农之路。”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张英男表示，全
县登记注册合作社共2702个，县级以上示范社
283个，其中省级示范社120个、国家级示范社8个。

为破解土地碎片化难题，实现土地规模化
和全程机械化，梨树县还探索实行“双保全统”
社会化服务新模式(保生产投入不高、保粮食
产量不低，耕、种、管、收全统一)。目前，全县
适度规模经营面积达到265万亩，占粮食播种
面积的70%以上，其中整社托管45个。

今年初，为进一步推动合作社创新发展，
梨树县委书记赵光辉带领相关部门负责同志
到四川省眉山市“好味稻”农业合作社考察调
研，学习先进经验做法，并与四川华西希望特
驱集团合作，在全县探索推广“党支部+运营公
司+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共同推进“双百

工程”项目建设，打造农业合作化、农牧业种养
循环发展新模式，拉近了生产者与市场的距离。

聚焦全产业链建设
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走进梨树县耘垦种禽孵化有限公司，米色
的种蛋在仓库堆成一座座山，黄色的鸡雏在流
水线上如河流般汇聚。自动化环控系统、自动
化选蛋系统、自动化红外线热感照蛋系统及自
动化落雏免疫系统等孵化设备更是格外引人
瞩目。这是梨树县立足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
全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真实写照。

据了解，耘垦种禽孵化有限公司是梨树县
规划建设的玉米、肉牛、肉鸡、生猪和现代绿色
蔬菜产业基地“4+1”农业全产业链中的重要一
环。通过上下延伸、打造集群，提升产业发展
层级，目前初步形成了现代化“大农业”产业发
展体系。

——玉米产业。立足玉米产业基础优势，
确立了玉米精深加工主导地位，重点发展鲜食
玉米、玉米休闲食品等精深加工项目，引进了
吉林晟然食品有限公司、四平鲜谷食品有限公
司等省内知名企业，组织签订收购合同，带动
合作社种植鲜食玉米。目前，已建成晟然2万
吨速冻玉米系列食品加工项目，正在建设年初
四平鲜谷年产2万吨真空玉米粒、四平龙湖年
加工3万玉米食品等一批重点项目，年可实现
产值6亿元，解决550人就业问题。

——肉牛产业。创造性提出了“先引人、
再引商”的工作模式，成功引进“全国第一牛
县”山东省阳信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新国到
梨树挂职，招引海源清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肉
牛深加工龙头企业，总投资近1亿元，建设肉牛
循环经济三产融合项目，预计建成后年产值达
10亿元。

——肉鸡产业。引进辽宁耘垦集团项目，
从考察洽谈到完成项目前期手续并开工建设
仅用78天，展现了梨树速度，耘垦种禽孵化有
限公司1.5亿羽白羽肉鸡项目于 2022年1月正
式投产运行，年产值达到7.2亿元。

——生猪产业。借助吉浙对口合作的重
大机遇，引进全国知名企业浙江华统集团，持
续加强对接合作，建成年屠宰120万头生猪及
中央厨房项目，年产值6.7亿元。2023年投资
5400万元，规划建设年屠宰120万头生猪及预
制菜产业园，预计可实现年产值8.4亿元，安排
就业300人。

——蔬菜产业。坚持“基地+市场”发展模
式，规划建设梨树县棚膜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园。目前，一产种植园区智能玻璃温室和日光
温室投入使用，年生产优质蔬菜600吨以上、产
值1.5亿元，二产蔬菜分拣和包装车间、三产蔬
菜批发市场等主要建筑物已建成，预计10月
份全部完工，有力推动梨树蔬菜进入国内大循
环。

潮涌黑土千帆尽，奋进争先正当时。梨树
县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不动摇，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更
加务实的作风，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步伐，
努力打造黑土地上的现代化“大农业”样板。

“持续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厚植农业新质
生产力，如今，我们黑土地是自己特有的，种植
模式是自己首创的，耕作机械是自己发明的，
就连种子都是梨树人自己选育的。现在的梨
树，从上到下，都充满了干劲！”县委书记赵光
辉自豪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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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贵满（中）现场为学生讲解“梨树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