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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蛰一犁土，春分地气通。”

三月的吉林大地，春寒料峭之下，早已春

潮涌动。

春耕备耕，农资先行。各地供销社、农资

企业、合作社蓄能出发，为今年开局起步打好

“组合拳”，唱好增产增收“第一曲”。

粮食安全，国之大者。始终把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摆在首位，当好国家粮食稳产保供

“压舱石”，是吉林的首要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赴

吉林视察，每次必看农业、必讲“三农”，为吉

林农业农村发展擘画蓝图、指路领航。

站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

强国的历史潮头，吉林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

家国情怀激发使命担当,为国家多产粮、产好

粮，让“中国饭碗”装进更多优质吉林粮。

“数说”吉林：
一条金色的上升曲线

作为国家粮食主产区、国家重要商品粮

基地，吉林用全国4%的耕地，产出了6%的粮

食，提供了10%的商品粮。

刚刚过去的一年，每个中国人的饭碗里

多增了1.5斤吉林粮。

回溯2023年，种植业五谷丰登，畜牧业六

畜兴旺，地处世界黑土带核心区、“黄金玉米

带”和“黄金水稻带”的吉林大地，率先迈出农

业强省建设步伐——

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128.02亿元，同

比增长5.0%；

粮食总产 837.3 亿斤，再创历史新高，从

全国第5位跃升至第4位，增产21.14亿斤，占

全国增量的11.9%，亩产958.2斤，稳居全国粮

食主产省第1位；

实施保护性耕作面积3700万亩，居全国

第1位；

建设高标准农田791.2万亩，完成率居全

国第3位，创历史最高水平；

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100%，对粮食增

产贡献率达到45%；

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 94%，高出全

国20个百分点；

县级以上示范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分别发展到5557家、5730家；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7.4%。

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加快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岁稔年丰的背后，是

勤劳朴实的吉林人对“饭与碗”“民与国”的执

着思考和笃行不怠，是对我国粮食安全作出

的重要贡献。

“今年，我省力争正常年景下粮食产量达

到880亿斤以上、向900亿斤冲刺。”吉林省委

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省乡村振兴局

局长李德明说。

藏粮于地：
“碱消黑长”的“吉林方案”

粮食是土地的馈赠。土地不存，粮将焉

附。

人勤春来早。春节假期刚结束，大安市

1200公顷盐碱地治理项目全面启动，增施有

机肥工作有序进行。

“2023年，改良后的耕地水稻产量达到每

公顷1万斤以上。按照这个标准，4年后，每

公顷产量1.5万斤以上不成问题。”大安市自

然资源局土地整理中心主任王长志信心满

满。

曾经贫瘠的吉林西部盐碱地，依托河湖

连通、引嫩入白等工程，逐渐形成江河泡沼互

济的生态水网。“以水定地”种植水稻，“以稻

治碱”涵养生态，长期“沉睡”的耕地后备资源

正在被唤醒。

2023 年，吉林省新增盐碱地改造耕地

25.4万亩。水稻平均亩产达到800斤，增加粮

食产量2亿斤，为深入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

建设工程提供了新引擎。

盐碱地“消”，黑土地“长”。行进在梨树

县乡间，被秸秆覆盖的黑土地一望无际。走

进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大院，映入眼

帘的，是金灿灿的“粮垛子”和排列整齐的大

型农机具。

“去年我这1.5万亩地，玉米单产2000斤

左右，比十年前增加三成！”谈起效果，吉林省

四平市梨树县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韩凤香说。

与传统耕作模式相比，“梨树模式”不仅

能解决秸秆利用问题，还能防风固土、抗旱保

墒、培肥地力、节本增效，长出的玉米棒大、轴

细、籽深。

保护黑土地使命在肩，吉林击鼓催征。

颁布实施全国首部黑土地保护地方性法规，

制定全国第一个保护性耕作技术规范，建立

全国首家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研

发生产全国第一台牵引式重型免耕播种

机，在全国首创测土配方施肥手机信息服

务系统……守好“耕地中的大熊猫”，为全国

黑土地保护贡献“吉林方案”。

“今年，全省力争实施保护性耕作面积扩

大到3800万亩。”吉林省农业农村厅黑土地保

护管理处处长刘彦佐说。

藏粮于技：
良种良法下的“优粮”答卷

从“靠天吃饭”到规模化种植、科学化管

理，5G监测、无人机植保、水稻侧深施肥、抗

旱节水、统防统治……依靠科技走内涵式发

展道路，吉林粮食增产潜力不断释放。

2023年，在自然灾害多发频发的情况下，

吉林省粮食生产战胜干旱、洪涝等多重挑战，

取得“优粮”答卷，得益于多项农业技术的创

新突破——

首次筛选出耐密耐盐碱品种 88 个，8 个

玉米品种亩产“超吨粮”；全省建设粮油作物

绿色高产高效行动县30个，在16个县建设高

产示范区25个，打造高产样板……

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折射出吉林粮食供

给保障能力的稳步提升。

走进乾安县大遐畜牧场智能化田间管理

控制室，玉米生长过程中所需要的水和养分，

通过电脑进行科学配比，只需一个按钮，就可

以精准地点对点输送给每一株作物。

“通过采用水肥一体化、测土配方施肥、

浅埋滴灌等技术，节水达到30%，提高施肥率

20%以上，平均增产30%左右。”乾安县大遐农

业公司董事长刘子良告诉记者。

过去一年，吉林省通过实施单产提升行

动，实现粮食主产县全覆盖，多措并举推动各

地集成推广高产高效技术模式。

“仅推行的‘水肥一体化+密植’一项增产

增效技术，就增产粮食10亿斤左右。”吉林省

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粮食作物技术科科长胡博

说。

在粮食增产的同时，推广“一地多用、一

田多收”稻渔综合种养面积95.39万亩，创历

史新高，为全省粮食绿色可持续发展、农民增

产增收提供了一条全新路径。

十大产业集群：
唱好土特产“四季欢歌”

看粮食产量，也看产业链条。

巍巍长白山，滔滔松江水。18.74万平方

公里的吉林大地物产丰富、景色秀美：东部层

峦叠翠、碧波万顷，盛产人参、食用菌等长白

山山珍；中部沃野千里、林田相间、稻谷飘香；

西部水草葳蕤、鸥鸟成群、渔牧兴旺……

立足河湖、林草、果蔬等资源优势，吉林

省全面发展“四季农业”，形成粮经饲统筹、农

林牧渔多业并举的产业体系，深入挖掘树上

摘的、地里长的、水里游的等资源优势，拓展

农业生产空间领域，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

2023年，吉林省强势推进“千万头肉牛”

建设工程，肉牛饲养量770万头，增速达9.9%，

居全国第1位，越来越多的肉牛食品推向全国

市场。

由皓月集团与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联合培

育的“沃金黑牛”已形成六大系列64种加工产

品，市场辐射 27 个省、607 家大型综合超市，

产值达10.18亿元，收益超2亿元。

“用工业化思维谋划现代肉牛产业大发

展，通过精深加工将一头牛‘吃干榨净’，实现

‘一头牛一台车、四条腿追赶四个轮子’的产

业发展目标。”全国政协委员、皓月集团董事

长丛连彪说。

乡间“土特产”，成为带动农民增收大产

业。吉林省通过践行大食物观，多元化食物

供给体系建设蓬勃发展——

2023 年，全省梅花鹿饲养量 78 万只、鹿

茸产量1111.5吨，居全国第1位；

人参产量3.4万吨，居全国第1位；

黑木耳产量118.4万吨，居全国第2位；

棚室面积达到 76.4 万亩，省级“菜篮子”

应急保障基地达到178家；

近百个5000亩以上大水面无一荒芜，年

加工水产品规模达5000多吨……

如何把特色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吉林

省从“粮头食尾”“农头工尾”“畜头肉尾”破

题，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促进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打造“十大产业集群”。

念好“土”字诀，打好“特”字牌，唱好

“产”字歌。良田沃野间，现代农业产业已

串珠成线、集群成链。目前，全省玉米水

稻、生猪、肉牛肉羊产业集群产值超千亿

元，禽蛋、人参、果蔬、林下及林特产业集群

产值超500 亿元。

广袤田畴，春光明媚。新一年的耕耘已

经开始，新一年的丰收正在孕育，吉林现代化

大农业的脉动，澎湃有力。

今年3月1日起，交通

运输部新修订的《快递市

场管理办法》开始施行，对

快递投递行为进行了进一

步规范。比如经营快递业

务的企业未经用户同意不

得代为确认收到快件，不

得擅自将快件投递到智能

快件箱、快递服务站等。

连日来，“快递新规”

相关话题屡次登上网络热

搜。消费者、快递员、快递

企业咋看？

3 月 2 日，快递员王小

飞一早就来到北京市朝阳

区左家庄北里二小区准备

投件。今天他要派送的第

一件快递是一箱大米。爬

上楼，发现客户家没人，王

小飞便电话联系，得到收

件人许可后把快递放在了

家门口。“我一天要派 400

多件，多的时候 500 至 600

件。”王小飞说，自己比较

熟悉该片区情况，哪家有

老人、哪家常有人在，客户

明确送货上门的快递都会

一一送达。遇到快递投放

任务重的时段，希望大家

相互体谅。

对 于 快 递 小 哥 的 辛

苦，用户们其实心里也有

本账。

“我家楼下没有小超市

和驿站，收件地址都填家

里，快递员基本都是送货上

门。”家住北京的李女士说，相处久了，自己和快递小哥已经熟悉

并形成共识：贵的物件会打电话说一声，便宜的日用品就放在门

口，大家都尽量为彼此行方便。“我家附近的快递驿站比较远，即

便我不在家，我也倾向于让他们放在门口。”她说。

在云南昆明工作的宋小艳介绍，自己和父母生活在两个

城市，时不时会寄东西给两位老人。尽管地址填到具体楼栋，

但有时快递员还是会直接放在物业公司。这时，老人只能自

己去拿或者让家里年轻人下班后带回家。“新规施行后，希望

重物、生鲜等这类快递做好送货上门服务，让老人少跑一趟是

一趟。”宋小艳说。

同时，部分年轻人出于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更倾向于将快

递地址填写到居住地附近的快递驿站或者是快递柜。“我比较

‘社恐’，不喜欢接电话。对我来说，快递全部放在驿站或者丰

巢就挺好的”“我收货地址直接写的驿站，小区有门禁，不好让

快递员进来”……采访中，不少年轻人都表达了对“无接触配

送”的偏爱。

值得注意的是，对快递派送中存在的问题，监管部门早已

有所关注。2019年10月1日施行的《智能快件箱寄递服务管

理办法》就明确提出“智能快件箱使用企业使用智能快件箱投

递快件，应当征得收件人同意”。

此次新修订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在此前基础上进一

步明确了未经用户同意代为确认收到快件，擅自使用智能快

件箱、快递服务站等情况，对涉事企业最高处罚3万元。有专

家指出，新规强调的是“选择权”，将新规理解为“强制快递员

必须送货上门”是片面的。

“很多时候，快递派送不及时并不是快递员的问题。我下

班回家比较晚，通过附近的菜鸟驿站自己取快递，感觉其实挺

方便的。”在湖南长沙居民刘先生看来，新规主要是提醒快递

公司重视用户的“选择权”，不能只为了追求效率，导致提前通

知派件的基本步骤都没有。

针对正式施行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极兔速递政府事

务总监黄加伟说，目前极兔已经接受了行业主管部门关于新

规的培训，就具体业务进行了认真研究比对。特别是聚焦新

规所列要求与公司目前实际情况存在的差距，提出了优化改

进方案。“极兔将积极响应并全面落实新规要求，持续优化内

部流程和制度，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以技术创新助力新规在全

网范围内高质量实施，不断提升快递服务水平，为广大用户提

供普惠、高效、安全的快递服务。”黄加伟说。

菜鸟驿站相关负责人介绍，菜鸟驿站正在围绕消费者的

到站取件服务，在菜鸟APP上持续上线新功能，优化取件服

务，打造“1分钟极速取件、24点前自助取件”的服务标准，以

改善消费者全天候、全环节的取件体验。“菜鸟驿站连接了快

递公司和用户，新规约定在包裹投递驿站前需要先征得消费

者同意，这就需要驿站更好地服务两端，能协同快递公司根据

消费者需求提供所需服务。针对夜间取件，我们通过数智化

改造，让数字化设备在线值守，让‘晚归族’实现24点前自助

取件。”该负责人说。

据新华社电（记者 谢希瑶 潘洁）商务

部、中央网信办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

于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3月

13日对外发布。意见提出，用5年时间，在全

国培育100个左右农村电商“领跑县”、1000家

左右县域数字流通龙头企业、1000个左右县

域直播电商基地、10000名左右农村电商带头

人。

意见提出，用 5 年时间，基本建成设施

完善、主体活跃、流通顺畅、服务高效的农

村电商服务体系。在全国培育 100 个左右

农村电商“领跑县”，电商对农村产业的促

进作用进一步增强。培育 1000 家左右县域

数字流通龙头企业，传统商贸流通企业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取得阶段性进

展。打造 1000 个左右县域直播电商基地，

直 播 电 商 应 用 水 平 进 一 步 提 升 。 培 育

10000 名左右农村电商带头人，农村电商就

业创业带动能力进一步提高。

意见从搭建多层次农村电商综合服务平

台、加快农村现代物流配送体系建设、培育多

元化新型农村电商主体、提高农村电商产业

化发展水平、开展多种形式的农村电商促销

活动、巩固拓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

策成效等6个方面着手，提出打造县域直播电

商基地、培育农村数字消费场景等14条具体

政策举措，着力推动农村商贸流通企业转型

升级，促进电商与农村一二三产业全方位、全

链条深度融合，构建协同、创新、高效的农村

电商生态圈。意见还从加强统筹协调、做好

配套支持、创新监管方式等3方面健全工作保

障机制，确保取得实效。

据人民法院报讯（记者 赵岩）近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北京法院服务

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新闻发布会，介绍

北京法院服务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

情况，并发布一批典型案例，涉及服务

“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保障京津

冀轨道交通建设、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

讼、跨域纠纷联动化解、执行联动等多个

领域。

近年来，北京法院全力保障“疏解整

治促提升”专项行动，探索建立司法助力

公共决策“四提前”工作机制，实现北京

重点项目进入诉讼的纠纷30%以上通过

调解和解方式解决。围绕“两区”建设，

成立北京国际商事法庭，持续优化法治

化营商环境，加大产权司法保护力度，深

化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完善金

融风险法治协同治理体系，服务保障京

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此外，北

京高院还牵头三地法院共同签署了《关

于加强司法协作为京津冀打造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先行区示范区提供服务保障的

框架协议》，不断深化三地法院立案、审

判、执行、审判管理研究、信息化建设及

队伍建设等各领域司法协作。

经过多年来的通力合作，三地法

院已实现立案与诉讼服务领域多事项

跨省通办，执行联动协作机制已涵盖

执行事项委托、异地执行协助、被执行

人联动查控及查控财产异地处置等事

项范围。据统计，自 2017 年以来，北京

法院委托津、冀法院执行事项 8.3 万

件，办理津、冀法院执行事项委托 4.5

万件，协助津、冀法院现场执行 165 件

次。今年，京津冀三地首次协同处置

京牌小客车，执行协作机制取得新突

破。此外，三地在清算与破产案件审

理、金融案件司法审判、知识产权保护

与跨域环境保护司法协作、履职能力

共促共建等领域持续深耕细作，基本

实现跨省生态环保司法协作机制全域

覆盖，建立知识产权大保护九项机制，

互派 42 名法官和法官助理交流锻炼，

三地人才交流与司法能力不断提升。

2024 年，北京高院制定了加强三

地司法协作重点工作任务清单，将在

健全京津冀跨域诉源治理机制、提升

知识产权等领域专业审判能力、促进

三地统一法律适用及深化人才联合培

养机制等方面持续发力，力争取得更

大进展和成效。

繁忙的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3月13日摄，无

人机照片）。

近日，青岛海关发布数据显示，2024年前2个月，青岛市外

贸进出口125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4%。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率先突破，中国饭碗何以装进更多吉林粮
吉林日报记者 赵宝忠 闫虹瑾

九部门联合发文

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五年新目标出炉

坚持协调联动 深化司法协作

京津冀司法审判“同城效应”实现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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