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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省大

力支持培育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和服务

主体，持续增强各类

主体发展实力、经营

活力和带户能力，赋

能农业大舞台，助农

闯出新市场，立足资

源优势，培育特色产

业，让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成为乡村振兴

的重要推动力量。

东辽县凌云乡

华宇家庭农场，因

“循环养殖”声名远

播。于华就是这个

农场的主人。几年

前，她通过摸索蚯蚓

养殖项目，自繁自育

养牛，牛粪养蚯蚓，蚯

蚓喂鸡，鸡生有机蛋，

蚯蚓粪做有机肥改良

土壤，增加作物产量，

形成循环链条。循环

养殖链，这里成了人

人羡慕、流连忘返的

网红“打卡”地。环境

好了，景色美了，人气

上来了，农场的蚯蚓

干、蚯蚓蛋等产品销

售额节节上升。于华

真切感受到乡村振兴

带来的机遇与收获。

村民变股东，共

同奔小康。2023年，

扶余市永平乡九连

山村创新探索“合作社+保险+金融”服务模式，鼓

励群众把土地集约到合作社，合作社与保险公司

协作，实现险种创新，保障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入

社土地按每公顷1360元投保“种植完全收入保

险”，土地经营收入保底每公顷2.6万元，村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以保单质押，每公顷土地从银行贷

款2万元用于规模化经营。创新土地集约经营模

式，轻松化解合作社融资难题，种植成本降低了，

村集体收入增加了。在“保底+分红”“保底+就业”

等模式催化下，群众实现稳定增收。

近年来，我省县级以上示范农民合作社和示

范家庭农场分别发展到5557家和5730家，全省农

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分别规范发展到8.1万家和

9.8万家。全省各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雨后春

笋般快速发展，并带动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小生产”

走向“大市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持续绽放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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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至25日，“吉牛中国牛”名片首次亮相第二十三届长

春农博会，聚焦畜牧产业厚植资源，展示品牌形象、着眼合作共

赢，以吉林优质品牌牛肉产品引领中国肉牛品质，唱响乡村振兴

“新牧歌”。

我省是全国重要的优势肉牛主产区，肉牛总量规模、质量标

准、种源建设等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我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聚焦新增百万头肉牛饲养量和屠宰量倍增突

破性任务，肉牛养殖业增速领跑全国，正在实现从畜牧大省向畜

牧强省跨越。

在长春农博园“吉牛中国牛”展区，现代化特装设计，更好地

凸显了“青山游牧绿水滋养——品味吉牛中国牛——堪称牛上

牛”的公用品牌形象。鲜嫩多汁、香气四溢的牛肉冲击着到场游

客的眼球和味蕾，琳琅满目、种类丰富的牛肉产品吸引了不少与

会客商品鉴、洽谈。

“得益于省畜牧局打造的‘吉牛中国牛’品牌，今天和两家企

业签下了1200万元的订单。”

今年我省坚持从“三产”切入，做大做强品牌市场营销，激

活“二产”屠宰加工业扩量提质，带动“一产”养殖业持续健康

发展。致力打造名优品牌，开展“青山游牧绿水滋养——品味

吉牛中国牛——堪称牛上牛”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

宣传，培育推出“厚道皓月—沃金黑牛”“饮山泉沐山风—延边

黄牛”“食百草清水煮—桦牛”“生态养自然香—城开吉牛”“吉

小牧真的好好吃”等系列品牌，让“吉牛中国牛”品牌享誉全

国。同时，立足拓展市场销售渠道，制发肉牛产业发展宣传

片、招商手册和产品名录，深化与京东、淘宝等11家电商平台

合作，会同南航公司开启“空运”通道，实现吉林鲜食牛肉从产

区到销区的“朝发夕至”。

与此同时，我省着眼破解项目企业融资需求，常态化开展银

企对接活动，逐一推动贷款需求。聚力放大政策撬动效应，在全

省实行免费发放冻精全覆盖、秸秆茎穗兼收、菌酶协同及屠宰增

量补助政策，推动16项政策资金直达企业、科研单位和场户，占

省本级乡村振兴畜牧资金的89.9%。上半年，全省屠宰肉牛22.1

万头，同比增长123%；外销牛肉1.47万吨，同比增长146%；政策性

保险肉牛165万头，同比增长19.4%；肉牛活体抵押贷款76亿元，

同比增长26.69%。

当前，我省正加快推进畜牧业由单一养殖业向种养一体农牧

双循环转变、由传统的分链经营向现代的全产业链并进转变、由

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让中国的“肉盘子”装满更多的吉

林牛肉。

“吉牛中国牛”——

唱响乡村振兴“新牧歌”
本报记者 王伟

夏秋交替时节，吉林大地满目苍翠，处处孕育着丰收的希望。

靖宇县的蓝莓已经全部上市，今年鲜果产量在1.4万吨以

上；长白山的人参第一批“起货”，万良人参市场“水参”交易已经

开始；2023年，东丰县涉鹿产值达81.6亿元，截至今年上半年，东

丰县梅花鹿养殖量达到25.4万只，而全省梅花鹿饲养量已达

85.2万只，占全国一半以上。

我省地貌类型齐全、自然条件多样、资源特点突出、农耕文化

厚重，形成了诸多具有地方传统优势的特色农产品和乡村特色产

业。黑木耳、梅花鹿、鲜食玉米、牛肉、人参、灵芝等农产品特色鲜

明，在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方面，我省坚持念好“山海经”、唱好

“林草戏”、打好“豆米牌”，“土特产”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我省各地，立足自身优势，结合发展实际，深挖“土”的资源，

彰显“特”的优势，拓展“产”的链条，从“小特色”到“大产业”，由

“平面分布”转型为“集群发展”，加快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增强乡

村产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动力。

在我省一些重点产业的引领下，一批批特色品牌逐渐建立起

来，在市场上焕发出生机和活力，汪清黑木耳、抚松人参、洮南绿

豆、白山蓝莓、查干湖淡水有机鱼、集安冰葡萄酒等一系列的品牌

产品为农民创收提供支持。

大力推进农产品品牌建设，对提高农民收入和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省农业农村厅市场与信息化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当前，我省正全面实施品牌强农战略，发力培育“吉字号”农

产品品牌。截至目前，我省成功打造了吉林大米、吉林玉米、吉林

杂粮杂豆、吉林长白山人参、吉林长白山黑木耳、吉林优质畜产

品、吉林梅花鹿等七大“吉字号”农产品品牌。全省绿色、有机、地

理标志农产品数量达1313个，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

产基地22个。

我省积极创建品牌体系，打造品牌优势，充分发挥区域品牌

良好服务的载体作用，引导消费者了解我省乡村特色产业、特色

产品，提升优质品牌产品的市场价值。吉林“土特产”——

一桌“吉品”美味
本报记者 冯超

8月的吉林大地，欣欣向荣，充

满丰收的希望。我省农业发展，动

能澎湃。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

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号角嘹亮，

“发展数字农业、引领产业发展”，这

里每一处生产场景都动力十足，为

科技强农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核心要素。我省农业科技创新如

春水涌动，汇聚成磅礴的“智慧海

洋”。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的合

作，催生出一项项创新成果，已成为

我省农业发展的强劲引擎。

8月中旬，吉林长春国家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内，“无人农

场”的玉米长势良好。在这里，春

种、秋收均由无人驾驶农机完成，农

民无须再走进田间地头。大力推进

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无人化，给传

统农业插上科技翅膀，实现了让黑

土地产粮更高的目标。

记者了解到，这片“无人农场”

占地1000亩，采用物联网、大数据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设施、机械等

全程自动控制，展示了未来现代农

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记者看到，

一台蓝色外观的无人驾驶农机十分

惹眼。作为融合信息化技术的现代

装备，该农机具有自动启停、农具操

作、动态障碍自动避让等一系列“绝

技”。

“无人驾驶农机智能化程度高、

操作简单、行驶路径规范、轨迹偏差

小，直线定位精度能达到厘米级，播

种、收获效果非常好。”中国科学院

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高级工

程师介绍说。

据悉，在这里只需事先在无人

驾驶农机操作系统上规划好导航路

径，它就能按照规定的线路行进，一

部手机就能操作。“无人农场”的“黑

科技”不止于此。该农场信息感知

系统还构建了天空地一体化感知体

系，利用卫星和无人机遥感传感

器、田间综合监测站、物联网传感

系统自动监测作物生长环境、长势

及病虫害等农情信息，并传输至智

慧云平台及智能农机管理系统，实现了以智能技术赋能智慧农业。

近年来，我省着力推动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应用物联可视、

遥感技术等数字化前沿科技，革新农业生产方式，智能操作、精准

管理，让数字化赋能农业现代化发展。

智慧农业管理系统使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方式更加科学便捷，

在科技力量的支撑之下，种地正从以前费神费劲的“苦差事”，变成

省时省力的“轻巧活儿”。管理者不仅随时随地可以查看庄稼长

势、土壤墒情，而且“一键操作”即可完成田地灌溉、施肥等日常管

理，实现了农田管理“天上看、云里算、掌上管”。

农业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促进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提高了我省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粮食产量，确保了粮食供给的

稳定性。我省作为国家粮食稳产保供的“压舱石”作用进一步加

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能力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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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 宇 县 三 道 湖 镇 蓝 莓 基 地 负 责 人 赵 京 洪 在 采 收 蓝
莓。 本报记者 冯超 摄

农技专家现场为学生讲解“梨树模式” （梨树县委宣传部供图）

在第二十三届长春农博会上，“吉牛中国牛”展馆人头攒动，热
闹非凡。 （省畜牧局供图）

黑土地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多

年来，吉林把黑土地保护摆上突出位置，成

立黑土地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以中国

科学院院士领衔的省黑土地保护专家委员

会，出台全面加强黑土地保护的实施意见，

制定加强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等10个方面

38条具体措施，切实把保护黑土地作为保

障粮食安全根本之策。保护黑土地，不仅

要为耕地增施“营养餐”，还要让耕地做“深

呼吸”。

技术升级，新方式强力“出圈”。在有

着“天下第一粮仓”之称的榆树市，结合耕

地面积广、秸秆产量大的实际，以“秸秆覆

盖还田+精准条带耕作+苗期深松施肥”为

技术要点，对这一技术进行升级，为养好

地、种好粮打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化肥

用量减少了，但玉米仍然能稳产增产，抗灾

能力也增强了。”合作社理事长刘臣笑着对

记者说。

“2023年，梨树县以‘梨树模式’秸秆

还田为主体，探索实施更加节本增效的黑

土地保护‘4+2梨树模式’，即‘秸秆覆盖免

耕种植模式、秸秆覆盖条带旋耕种植模式、

秸秆覆盖垄作种植模式和高留茬垄侧栽培

种植模式（包含留茬少耕）’+‘秸秆科学离

田和粪肥堆沤还田’。”梨树县农业技术推

广总站站长王贵满介绍说。

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实践，“梨树模式”

从2007年十几公顷的“秸秆全覆盖”试验

田起步，到2023年推广面积达到近21.6万

公顷，占梨树县玉米耕作面积的 95%以

上。为破解水资源短缺和粮食产能提升的

矛盾，近年来，我省在西部地区积极推广玉

米“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实现粮食

产量、作物水分生产力和种植效益三提升，

使盐碱地变丰收田。

乾安县大遐农场近几年一直采用浅埋

滴灌技术，负责人告诉记者，在盐碱地实施

玉米“水肥一体化”技术，既解决了季节性

干旱和玉米生长中后期脱肥对产量的影

响，又降低了盐碱危害，耕层土壤培肥改良

效果明显。由于土地的特殊性质，省农业

科学院作为技术支撑单位进驻到农场内。

也正因为农科院的进驻，大遐农场从

2019年开始，耕种面积从1.5万亩发展到7

万亩，产量从400余公斤发展到800公斤。

民以食为天，粮稳天下安。保护黑土

地，就是保护我们的“大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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