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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收获的季节。
在一望无际的田野里，高大的秸

秆上挂着硕大的玉米棒子，灿烂的阳
光下，腰杆挺得直直的。

指着地里一层厚厚的、已经发黑
腐烂的秸秆，吉林省梨树县农业技术
推广总站站长王贵满说：“我们给黑
土地‘盖被子’，黑土地更‘肥’了。”

2020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吉
林考察时强调，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
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
好、利用好。

一年多来，梨树模式在保障粮食
增产的基础上，朝着适应现代化农业
发展方向不断升级。

艰苦探索蹚出保护之路
东北是世界四大黑土区之一，得

天独厚的特质，使其成为滋养粮食生
长的绝佳地域，也是牢牢稳住粮食安
全的“压舱石”。

“心疼得要命！”跟黑土地打了几
十年交道的王贵满说，前些年，东北
粮食产量节节高，但是过度开垦和化
肥的大量使用，让黑土地越来越

“瘦”、越来越薄。
担忧在 2000年前后加剧了。罕

见的大风把地里的黑土卷走一层又
一层。从此以后，如何在稳增产的基
础上保住黑土成了他心中头等大事。

当时，欧美国家已经探索出以秸
秆还田和少免耕播种为主的保护性
耕作方式。一些科研人员因地制宜，
在梨树开发试验田，陆续开始保护性
耕作的探索。

其中一位就是中国农业大学教
授李保国。2008年李保国来到梨树
县考察后，次年与同事们在泉眼沟村
建立了试验田。2011年，他又成为中
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站站长，与
中国科学院等科研机构的专家们共
同研究适宜当地的保护性耕作技术。

从土壤测试，到计量不同秸秆还
田量，再到研究不同播种方式……每
年，李保国几乎每个月都会来梨树，
还在这里设置研究生实习基地，把论
文写在大地上。

起初工作也有不少困难。把秸
秆留在地里，改变了千百年传承下来
的耕作方式。当地农民坚决反对：

“啥？不行！种了几十年地，没见过
这样的。”

王贵满出手了。他先找到当地
种粮大户杨青奎，拍着胸脯给他画了
个“大饼”：“你按我说的做，我保你一
垧地多收 2000斤。”杨青奎一咬牙同
意了。

“还真信对了！”时隔十年，杨青
奎告诉记者，通过给黑土地“盖被
子”，试验地块1公顷土地比过去节本
增效 2000多元，年增产 2000多斤；秸
秆全覆盖免耕 5年后，表层土壤有机
质增加 20%左右，每年每公顷可减少
土壤风蚀量800多吨……这是十多年
来，李保国等众多科研院所的农业专
家经过不懈努力，探索出的保护性耕
作体系——梨树模式。

“黑土地保护联盟”为黑土粮仓
保驾护航

最艰难的时候，是总书记的讲话
给了他们前进的指引。2013年 12月
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上指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
本在耕地，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
子。

政策举措密集出台，让推广工作
恰逢及时雨。2015到2020年，中央财
政安排专项资金在东北四省（区）开
展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并逐步加大
财政支持力度、扩大项目实施范围。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将黑土
地保护上升为国家工程；农业农村部
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国家黑土地保
护工程实施方案（2021—2025年）》，
明确“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黑土地
保护利用的任务和目标。其间，黑龙
江和吉林纷纷出台黑土地保护相关
实施意见。

为了进一步扩大黑土地保护研
究的参与度，当地政府每年举办“黑
土地论坛”，李保国和同事们会邀请
众多国内外土壤学专家来到梨树，与
农业干部、种粮大户、农机厂家等汇
聚一堂，共同出谋划策。如今，“黑土
地论坛”已连续举办七届，影响力也
与日俱增。

他们还组建了“黑土地保护联
盟”。联盟的特色活动之一是“挑刺
会”，专家和农民坐在一起，面对面

剖析问题——专家说秸秆要还田，
可是种植覆盖后地温不够了，春天
不出苗，咋办？免耕播种机使用时
走走停停的毛病到底在哪儿？……
一次次“挑刺”与争论中，专家们不
断改进机械和技术，农民操作也越
来越规范。微信群是联盟的日常沟
通平台，几百人的群里，天天都有热
火朝天的讨论。

梨树模式升级版精准对接农业
现代化

梨树县种粮大户张文镝这几天
正忙着在地里收割玉米。他随手从
秸秆上掰下一穗玉米。“这一穗玉米
得有七八两重，一垧地收获 25000斤
不成问题，又是大丰收啊！”他高兴地
说。

一年多来，梨树模式不断升级。
根据相关规划，未来保护性耕作将覆
盖东北70%适宜耕地。为了破解推广
中出现的“争秸秆”“靠补贴”“赶任
务”等问题，联盟正朝着构建现代农
业体系的方向进一步探索。

2021 年开始，梨树模式试验团
队尝试建立现代农业生产单元，打
造升级版，即以 300公顷集中连片土
地为一个单元，在保护性耕作技术
推广基础上引入金融、保险、粮食仓
储、农资等服务环节，从保护黑土地
向构建现代农业体系过渡，最终形
成现代化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

银行能否给 50万元透支额度周
转，保险能否开辟方便险种，农药服
务能否保效果……今年 3月，王贵满
把当地种粮大户和银行、保险、粮食
收储等企业负责人召集一起，供需
双方积极对接，讨论气氛热烈，最终
形成一套完善的方案：中国农业银
行为梨树模式推出“黑土粮仓贷”，
中粮贸易有限公司蔡家库提供专业
仓储，吉林省八达农药有限公司成
立专门公司提供农药支持。

“如果试验成功，将大大提升农业
生产综合效益，实现黑土地保护与现
代农业生产体系的对接。”李保国说，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夯实粮食安全基
础，端牢中国饭碗，还要让碗里装好
粮、装精粮！”

（新华社长春10月17日电）

“耕地中的大熊猫”要保护好
新华社记者 陈俊 郎秋红 孟含琪 薛钦峰

张连印从军报国40载，解
甲不懈志。退休后，他深念组
织培养之恩，心怀乡亲养育之
情，抱定治理风沙、植树造林、
为民造福的如磐信念，舍弃舒
适的城市生活，毅然扎根在风
沙漫天的毛乌素沙漠边缘植
树造林18年，将昔日连绵的荒
山秃岭变为绿水青山，是新时
代领导干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的一个生动缩影。

张连印是新时代共产党员
的榜样。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
帜。作为一个56年党龄的老党
员，张连印对党有着深厚的感
情。他从小吃百家饭、穿百家
衣，长大后参军入伍保家卫国，
是党把他培养成一名军队高级
领导干部。退休后回到故乡，他
把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转化成
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一干就

是18年，诠释了共产党人爱党
为党、服务人民的政治品格。

张连印是新时代革命军
人的标杆。军人的血性是敢于
斗争、敢于胜利，军人的本职
是履行使命、担当尽责。张连
印以军人特有的勇气和毅力
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把“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作为人生信
条，始终坚守在防风治沙最前
线。即便身患癌症直至癌细胞
转移扩散，他依然斗志不减，

手术不到一个月就重返荒山
继续植树。他用生命书写了革
命军人不负韶华、不辱使命的
拼搏底色。

张连印是新时代领导干
部的楷模。莫道桑榆晚，为霞
尚满天。退休后，他本可以在
大城市里安享晚年，却选择在
家乡改善生态环境，以时不我
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带领乡亲
植树造林。为了种树，他动员
家人解囊拼凑启动资金，坚持

不要林权、不要地权，承诺 30
年后无偿交还集体。他的无私
奉献生动诠释了领导干部坚
守初心本色、不懈奋斗奉献的
境界情怀。

学习张连印同志的先进
事迹，广大党员要永葆赤子之
心，汲取前行力量，把使命放
在心中，把责任扛在肩上，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征程
中奋楫扬帆。
（新华社太原10月17日电）

青山为证：

张连印，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
新华社记者 黄明 贾启龙

随着 2022年北京冬奥会
日益临近，日前包括美国、澳
大利亚、英国、日本等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和体育界
人士，纷纷表达了对本届冬
奥会的期盼：派最好的选手
来到高品质的冬奥场馆，参
与一场让全世界在和平竞争
中团结在一起的赛事，成了
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两枚冬奥金牌得主、美
国选手希弗林日前表示，她
希望能够参加北京冬奥会高
山滑雪的每一个项目。尽管
这位在高山滑雪圈家喻户晓
的选手去年经历了父亲的离
世以及自身的伤病，但她目
前已抵达欧洲训练，为即将
到来的世界杯及冬奥会做准
备。

希弗林表示，来北京参
赛意味着她需要针对自己的

目标做更多的准备，需要了
解清楚在北京的三周时间
内，会面临怎样的生理及心
理上的挑战。在即将到来的
北京冬奥会上，她希望自己
有良好的发挥，争取获得更
多奥运奖牌。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澳
大利亚奥委会主席约翰·科
茨日前表示，澳大利亚奥委
会将派出 41名运动员参加北
京冬奥会，澳残奥委会也将
派出 9 名运动员和 2 名向导
参加北京冬残奥会。

“将 206个国家（地区）的
代表团及难民代表团的运动
员聚在一起，相互竞争，交流
想法，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
和梦想，这真的是很重要的
事。更重要的是全世界都能
看到，奥运会是如何创造友
谊、理解、尊重和团结的气氛

的。”科茨说。
英国奥委会当地时间 14

日公布了首批参加 2022年北
京冬奥会的运动员名单，他
们是 6名冰壶运动员，将参加
男子组与混双项目的竞争。

入选参赛名单的男子冰
壶选手布鲁斯·莫阿特说：

“当我得知我们终于能去北
京（参赛）的消息时，我真是
太开心了！这太激动人心了，
这是对我们过去四年所付出
的努力的最好证明。我们在
冬奥会上的目标肯定很高，
我们希望能带着奖牌回家。”

16 日，“相约北京”亚洲
花样滑冰公开赛以一场绚丽
唯美的表演滑落下帷幕。这
块将承办北京冬奥会花样滑
冰项目的场地被多位选手称
为“最美的冰”，收获点赞无
数。

世锦赛男单新科亚军、
日本选手键山优真说：“这里
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冬奥
会的气氛，而且冰面非常利
于滑行。”

芬兰女子单人滑选手珍
妮·沙里宁说：“我喜欢在这
儿比赛，场馆里的一切都令
人兴奋，希望北京冬奥会时
我能再来这里。”

北京冬奥会即将迎来倒
计时 100天，不仅国外选手在
热切地期待着它早日开幕，

“东道主”选手们也在积极备
战这项大赛。

平昌冬奥会冠军武大靖
说：“我将全力以赴迎接 2022
年冬奥会，为祖国奉献出一
场最精彩的比赛，希望通过
这次比赛，让更多的人了解、
喜欢冰雪项目。”
（新华社西安10月17日电）

“用体育团结世界”——
多方齐盼北京冬奥多方齐盼北京冬奥

新华社记者 姚友明 王春燕

走 进 冬 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