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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国 粮 仓 勇 担 当
——吉林开年建设农业强省一线观察之二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
吉林，国之粮仓。
作为产粮大省，吉林省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
署，坚决扛起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吉林“争
当农业现代化排头兵”的重任，率先在全
国建设农业强省，努力在建设农业强国战
略全局中走在前、开新路、作示范。

2022年吉林省粮食总产量816.16亿
斤，比上年增产 8.32 亿斤，再创历史新
高。粮食产量连续10年超过700亿斤，吉
林再次交出一份重若千钧的答卷！

2023年伊始，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
首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隆
重发布，对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进行战略部
署。

吉林省迅速行动，坚决扛稳维护国家
粮食安全重任，保障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
供给，守好“三农”基本盘，以破竹之势，全
面推进农业强省建设。

再创高产纪录背后的新“粮策”

年味儿未散，长春市九台区德强种植
业家庭农场负责人潘丙国已经开始备春
耕。

应接不暇的农资电话，进进出出的运
输货车以及老潘说话时遮掩不住的兴奋，
将种地人的种粮信心展现得淋漓尽致。

“从国家到省、市、县，政策越来越好，
社会化服务有补贴，黑土地保护有资金，
种子、化肥虽然涨价了，政府对农民有补
贴，我们得趁着这股春风大干一番，今年
我们保护性耕作服务面积由原来的260公
顷一下就增加到1000公顷……”老潘说。

农民种粮能赚钱，国家粮食才安全。
中央一号文件从价格、补贴、保险等方面
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让种粮农民
有账算、有钱挣、得实惠，老潘种好粮的心
气儿更高了。

农民种粮底气与信心的背后，是吉林
省扛稳国家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为国家守
好“黑土粮仓”，建设农业强省的坚定决心
和生动实践。

2022年，吉林省启动实施“千亿斤粮
食”产能建设工程，以产粮大县为依托、重
大工程为抓手、农业科技为支撑，以“四良

一智”促生产、提产能，规划通过5到10年
时间，粮食产能突破1000亿斤。

同样是这一年，吉林省黑土地保护利
用迈出新步伐，累计建设高标准农田4330
万亩，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面积扩大到3283
万亩，居全国第一位。

无人机悄然盘旋，自动化、物联网将
更精准的数据从大地传入电脑。广袤的
黑土地上，智慧化、数字化、无人化的耕种
模式，正孕育着另一场新丰收。

梨树县梨树镇宏旺农机农民专业合
作社，一台台智慧化农机整齐待发。

“未来，我们的农田作业就像打游戏
一样，不用下地，坐在办公室里动动手指
头就把活儿干了。”合作社理事长张文镝
说，中央持续释放重农强农强烈信号，吉
林省利好“三农”的新政策越来越多，在吉
林省深耕农业一定大有作为。

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中
央一号文件提出，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
撑。

洮南市洮府乡南郊村南郊一社农户
刘学军采用西部玉米水肥一体化产效双
增技术，去年实现每公顷增产20%以上。

这项技术是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王立
春科研团队用了10年时间攻关创新的，在
吉林西部地区大面积推广应用。平均每
公顷增产5400至6000斤，水分利用效率
提高43.0%，肥料利用率提高30.0%，每公
顷综合收入增加4800元以上。

2022年吉林省主推58项技术、主导
品种120个，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298万
亩，绿色高质高效行动示范县实现产粮大
县全覆盖，线上线下开展科技培训127.9
万人次。

农业科技，正为再创粮食产量新高夯
实力量。

大食物观里“生”出新产业链

农安县巴吉垒镇绿色循环肉牛产业
示范园内，粮食种植、饲料生产、肉牛养
殖、粪肥加工的绿色循环系统，让育肥牛
们生活得格外惬意。

“绿色循环养殖，让粮食变肉，丰富了
餐桌，也拉长了产业链。”示范园负责人徐
鹤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树立大食物
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多途径开
发食物来源。

跳出粮食看粮食，粮食和肉牛统筹推
进，实施“秸秆变肉”暨千万头肉牛建设工
程，通过种养结合，实现粮食、肉类食品生
产、加工、物流等全产业链发展，构建多元
化的食物供给体系，正是吉林省扎实落实
大食物观的有力举措。

数据显示，2022年，吉林省肉牛饲养
量达到652.6万头，同比增长12.4%，增幅
领跑东北，位居全国前列。

在吉林省新牧科技有限公司，一批批
冻精经过分装后装罐保存，这家企业年产
优质冻精 230 万剂，产能不仅能保障吉
林，产品还销往全国各地。

目前，吉林省依托科研院所建立“肉
牛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等多个科研创新
平台，为种源保护与良种培育提供了保
障。

“肉盘子”要托稳，“菜篮子”更得丰
盛。

因地制宜践行大食物观，探索多元供
给，吉林蹄疾步稳。

走进梨树县喇嘛甸镇盛园蔬菜种植
养殖专业合作社蔬菜大棚，蔬菜秧苗吐绿
含英。

“合作社有52栋温室，每天能产4000
余斤蔬菜。这几年政策好，市场也打开
了，合作社还打算进一步扩大规模。”合作
社理事长王彦告诉记者。

近年来，吉林省大力调整农业结构，
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启动实施“百万亩棚
室建设工程”。2022年，新建棚室2.99万
亩，冬季地产新鲜蔬菜自给率突破12%。

“米袋子”更充足，“肉盘子”更沉实，
“菜篮子”更丰富，吉林农产品生产从“有
没有”转向“好不好”，从旧动能转成新动
能，构建大食物观的磅礴文章，正细腻起
笔。

叫响“吉字号”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
林。”抚松县万良镇醒目的标牌背后，是

“吉字号”的底气和信心。
万良镇是因人参而兴起的省级特色

产业小镇，人参的种植加工有450多年历
史。

近年来，吉林举全省之力集中培育创
建“长白山人参”产业集群。2022年，吉林
省人参全产业链总产值达642.5亿元，领
跑全省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成为吉林东部
山区产业兴旺的重要标志。

万良镇借势而起，建成了世界最大的
人参交易市场——国家级长白山人参市
场，特色小镇里呈现出“家家是企业，处处
是工厂”的繁荣景象。

打造提升农业品牌是建设农业强省
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吉林省全面实施品牌强农战略，发挥
品牌效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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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鹿七大“吉字号”农业品牌，为建设农业
强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支撑。

农历兔年新春，吉林鲜食玉米走俏年
货市场。位于永吉县中新食品区内的吉
林嘉美食品有限公司鲜食玉米线上线下
销售火爆。

“因为品牌响了，销量也上去了，市场
倒逼生产，产业链越拉越长，产品附加值
不断提升。”吉林嘉美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负责人王文峰说，借助吉林省打造农业品
牌大势，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公司产业链
上游拥有鲜食玉米基地种植，中游拥有雄
厚的鲜食玉米精深加工、科研实力，下游
拥有电商、OEM、出口等流通销售渠道，
年生产加工真空包装鲜食玉米能力达到
3000万穗。

树起一个品牌，激活一片市场，提升
整个行业。

从“筚路蓝缕”到“群芳争艳”，从“自
无至有”到“自有至优”，吉林省农业品牌
建设一路高歌猛进，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
跑出“加速度”。

必须在扛稳国家粮食安全上再立新
功，必须在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上实现新
突破。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
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
业强国，吉林铆足干劲，勇站排头。

吉林日报记者 赵宝忠 王伟 新华社记
者 郎秋红 薛钦峰

3108人，36.22%！吉林大学毕业生留吉就业人数创新高——

吉林为什么这么有吸引力
这是两个普普通通的数字，但也是吉

林大学2022届毕业生对吉林这片热土的
厚爱和希冀——选择留在吉林省就业的人
数 达 到 了 3108 人 ，占 总 就 业 人 数 的
36.22%，这一数据较吉林大学2021届毕业
生留省就业人数增长了6.2个百分点！

吉林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综
合性大学，国家首批“双一流”大学建设高
校，唐敖庆、蔡镏生、王湘浩、吴式枢、余瑞
璜、朱光亚等大师都曾在吉林大学长期工
作过，先后有60多名校友入选两院院士，
培养的优秀毕业生遍及全国各地，成为各
行各业的佼佼者。从这里毕业的学生，是
全国各地争抢的“香饽饽”。

那么，如此有底气的吉大毕业生们，为
何越来越多地选择留在吉林省就业？

这还得从2021年4月8日说起——
这一天，省委书记景俊海来到吉林大

学，向广大高校学子发出了“创业有你‘就’
在吉林！”的号召和邀请；同年12月29日，
景俊海再次来到吉林大学，作了一场“奋斗
有我，‘就’在吉林”创业就业宣讲报告。

省委书记的宣讲，就是吉林省渴求人
才的态度；省委书记的宣讲，就是共襄盛举
的邀约！

景俊海书记的两次宣讲和诚挚邀请，
澎湃了广大学子扎根吉林、建设吉林的激
情。随后，全省各地各部门纷纷采取行动
——

省委组织部、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
工信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旅厅、省国资
委等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入校开展宣讲；

省人社厅针对高校毕业生强化精准招
聘服务，加强就业管理服务，推动“政策找
人”、打包快办，加快政策兑现，简化就业手
续，解决好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问题；

省教育厅开展“创业有你‘就’在吉林”
“奋斗有我，‘就’在吉林”主题系列活动，通
过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向“一主六双”“六
新产业”“四新设施”以及“专精特新”相关
企业精准输送毕业生，提高毕业生留吉就
业质量；

7部门联合出台《吉林省鼓励高校做好
毕业生留省就业工作绩效评价实施办法》，
我省各高校成立领导小组，实行党委书记、
校长“双组长”负责制，把毕业生留吉工作
纳入校领导班子重要议事日程……

一项项政策、一个个举措，满满的诚
意，切切的希望。

但要想留住人才，这些还不够，凤凰来
栖，需有高枝。

吉林，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
有雪，山川俊秀，物产丰饶，既是国家重要
商品粮基地，也是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
基础雄厚。近年来，我省准确把握新发展
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初步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
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

路，创新氛围更加浓厚，发展势头更加迅
猛——

全面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
略，扎实推进“六新产业”发展和“四新设
施”建设，着力打造现代新型汽车和零部
件、农产品及其深加工和食品细加工、冰
雪和避暑休闲生态旅游三个万亿级大产
业和医药健康、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数字
经济、现代服务业等若干千亿级规模产
业；

我省在东北地区率先获批建设创新型
省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居全国第19位。
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 10 年来增长了
15.09个百分点，居东北三省之首。长春国
家自创区、长春国家农高区相继获批；

“吉林一号”建成我国目前最大的商业
遥感卫星星座，中车长客、长春光华微电子
等5家企业跻身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
企业，长光卫星、长春捷翼汽车零部件公司
上榜“独角兽”企业榜单；

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吉化120万吨
乙烯、中车松原新能源产业基地、西部“陆
上风光三峡”、东部“山水蓄能三峡”等一批
重大项目全面开工建设；

卫星、高铁、智能汽车……一张张吉
林名片熠熠生辉。华为来了、京东来了、
科大讯飞来了、浪潮来了、神舟数码来了
……

我省产业的强势崛起，给广大毕业生

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这一个个闪着金
光的“高枝”，谁能不动心？

让人才留得住，还得让人才扎下根。
2022年 9月，吉林省委、省政府制定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人才活力支持人
才创新创业的若干政策措施（3.0版）》，围
绕完善人才分类评价机制、强化人才生活
服务保障、强化人才待遇激励、强化人才
管理机制改革、支持用人主体引才育才、
激励各类人才创新创业等6个方面34项
具体措施。

梧高凤必至，花香蝶自来。我省的发
展和前景，不仅仅吸引了吉林大学的毕业
生。据统计，2021年我省高校毕业生留吉
就业人数约9万人，比2020年增加2万多
人。截至2022年8月31日，2022届全省
高校毕业生留省规模同比增加近 5000
人，全省3所“双一流”大学、16所“特色高
水平”大学毕业生留省规模同比均实现正
增长。

留住人才，就是留住未来。一个省
份、一个地区如果想要成为聚才的磁场、
创新的乐园、创业的热土，就必须拿出留
住人才的真心实意、给出政策红利，必须
营造出优越的发展环境、提供无微不至的
服务，必须给人才提供施展抱负的舞台、
给人才成长提供广阔的空间。

这些，吉林做到了！未来，会做得更
好！ 吉林日报记者 刘怀 李开宇 张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