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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  

第 203 号委员提案的答复  

吉农议字〔2021〕70 号 

李敏花委员：   

  您在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上的《关于加强黑土地保护的建议》提案收

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深入开展黑土地保护利用研究”的建议  

  （一）吉林省耕地质量现状。根据《2019 年吉林省耕地质量评价报告》，

2019 年，吉林省耕地平均等级为 4.19 等，典型黑土区耕地质量平均等级 4.08

等，有机质含量平均达到 27.74g/kg，分别比全省平均数高 0.11 个等级和

0.15g/kg，粮食产量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 80%。全省一至三等级的耕地面积为

4364.45 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41.65%，主要分布在中部的长春市、四平市和

吉林市大部。四至六等级的耕地面积为 4371.37 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41.71%，主要分布在辽源市、通化市和松原市大部。七至十等级的耕地面积为

1744.18 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16.64%，主要分布在西部的白城市和东部的白

山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通过开展耕地质量调查评价，基本掌握了我省耕地

现阶段质量状况，为今后进一步开展黑土地保护奠定了基础。 

    （二）黑土地科研工作开展情况。今年，省委省政府出台《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黑土地保护的实施意见》（吉发〔2021〕10号）

（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开展科技支撑体系建设，以科研创新推

动黑土地保护工作开展。  

  1.积极开展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实施意见》计划申报 1个黑土地国家重

点实验室，形成以黑土地保护与利用为核心的国家级研究平台；建设 1 个省部

级黑土地保护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聚焦黑土地保护的前沿方向开展理论和

技术创新研究；创建东北黑土地保护研究院，引导现有与黑土地相关高校和科

研单位集中开展研究与示范，充分发挥吉林省农业领域技术优势。此外，中科

院、省政府于 2021 年 3月份签订了《中国科学院 吉林省人民政府“黑土粮

仓”科技会战框架协议》，借助中科院科研优势，助力吉林省黑土地保护，科



技会战已经将科创平台建设列入今年的实施计划。省政府组织省农科院、吉林

农业大学等涉农科研院所积极参与科创研究，发挥省内科研力量优势，共同研

发黑土地保护科技成果。相关计划在有关部门支持下已经着手开展。科创平台

建立后，将开展黑土资源质量演变和健康评估，剖析黑土风蚀、水蚀、融蚀等

导致的退化过程及机制、退化黑土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功能演化机制、土壤养分

转化和作物利用机制。  

  2.加强黑土地保护农机装备研发生产。《指导意见》提出“整合各有关部

门资源，促进产学研合作，推动农机装备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加快研发适合省

情、农民需要、先进适用的各类农机装备，着力推进配套的高性能保护性耕作

装备研发生产。”。目前，这方面工作已经着手开展，主要是利用中科院省政

府“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框架协议，发挥中科院科研优势，开展智能农机具研

发，基于采集的黑土地数据，形成针对黑土地的农机优化作业决策；通过数据

科学，形成黑土地种子、化肥、农药、作业轮休的最佳合理使用方案。同时，

四平市政府依托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中国黑土地保护农机产业创新

示范基地项目。以现有农机产业为基础，依据功能定位进行合理分区，形成

“一轴两翼多节点”的规划布局。项目规划占地面积 4.4 平方公里，计划总投

资 109 亿元。分两期完成，一期工程从 2020-2025 年，总投资 20 亿元，规划占

地 1.37 平方公里，主要建设内容是产能提升工程及科研、交易支撑工程和配套

体系建设；二期工程从 2026-2030 年，主要建设内容是一期扩建及新产品新产

能建设工程。2020 年 9 月一期工程已启动，主要建设 A、B、C三个农机产业园

区和相关配套设施。目前，农机产业园已相继开工建设,计划建设 48 栋标准化
厂房、3 栋综合服务楼和农机交易展示中心，总建筑面积 30 万平方米。  

  3.加强科技推广体系建设。《指导意见》提出“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和社会化服务主体等社会化服务组织，加强指导与监管，提升服务效能。鼓

励农技推广机构与农业科研教学机构、社会化服务组织等联合开展黑土地保护

技术推广，加快先进技术成果转化和新型农机装备应用，加快提升黑土地保护

工作成效。”。每年，省农业农村厅制定《全省冬春农业科技培训方案》，在

冬春农闲时节，利用市县级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有组织、有计划开展大培训活

动，围绕我省农业绿色发展、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部署

和要求，以农民培训尤其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为重点，以提升能力和科学素质为

目的，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对全省农民和农技

人员开展有针对性地培训工作，重点加强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和新型职

业农民的培训。采用集中办班、利用全国农业科教云平台、吉林省信息进村入

户服务平台、广播电视、网站、微信群以及 12316、12582 专家咨询服务平台等

信息化手段和制作专题光盘、印发技术资料等形式，以村为单位，以户为单

元，以人为对象，组织开展培训和服务。每年培训农技人员和农民 100 万人以
上。切实把当前农业生产急需的新技术新模式送到田间地头，送进千家万户。

在培训中宣传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优质安全、绿色环保和节本增效技术培训，

培训技术重点包括品种选用、土壤改良培肥、生产栽培、绿色防控、水肥管理

等，同时加强对农民选肥、选药和进行农机具保养等工作的指导服务。  

  二、关于“切实发挥黑土地保护政策体系的保障作用”的建议  



  （一）《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为黑土地保护工作保驾护航。为保护黑

土地资源，防止黑土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黑土地

资源可持续利用，维护生态系统平衡，我省于 2018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吉林

省黑土地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是我国首部黑土地保护

法规，进一步明确了各部门在黑土地保护工作中的责任，明确了相关单位和个

人保护黑土地的义务，推动建立政府主导、承包者与经营者实施、公众参与的

保护机制，为我省黑土地保护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实施以来，有效促进了

黑土地保护工作的开展。《条例》将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等保护措施上升到

法律层面，有利进了黑土地用养结合；《条例》在政策扶持上明确了对黑土地

保护予以支持，建立科学奖补政策，在推进施用农家肥、促进测土配方施肥、

降低化肥农药使用量都有条款规定，促进了农业生产提质增效；《条例》在促
进黑土地保护科技支撑上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以科技手段促进“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实施。  

  （二）强化《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法律作用。按照《中共吉林省委 吉

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黑土地保护的实施意见》（吉发〔2021〕10 号），

要建立黑土地保护奖惩机制，实行最严格的黑土地保护目标责任制考核评价制

度，按计划开展考核和督查。在制定黑土地保护目标责任制考核评价制度时，

拟将《条例》条款与考核条款相结合，确保考核制度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强

化《条例》的落实。在黑土地保护工作督查和监管中，也将以《条例》为主要

依据，坚决依法督查。落实县级以上地方党委政府对在黑土地保护工作中做出

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工作落实不到位的约谈相关地区党
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压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保护黑土地的主体责任。破坏黑土

地的，坚决依法查处，树立《条例》权威性。同时，在每年黑土地保护日开展

《条例》释义宣传，促进社会公众了解《条例》。  

  三、关于“要加大黑土地保护投入力度”的建议  

  （一）建立黑土地保护利用专项资金。近年来，中央财政通过农业资源与

生态保护补助资金等，不断加大对东北黑土地的支持保护力度，财政部、农业

农村部将我省 2800 万亩保护性耕作项目全部纳入补助，支持资金达到 11.2 亿

元，比去年增加 6 亿元，增长 115%，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任务比去年增加 120

万亩，增长 32%。国家发改委新增东北黑土地保护建设项目 360 万亩，支持我

省 120 万亩，占总数的 1/3。水利部支持我省黑土地水土保持重点项目单位投

资金额每平方公里增加 47 万元，增幅近 30%。在《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

政府关于全面加强黑土地保护的实施意见》出台后，省里也在研究专项资金事

项，不断加大黑土地保护工作力度。2021 年，省财政已提前下达资金 9.4 亿

元，支持全省落实黑土地保护任务和秸秆覆盖还田保护性耕作。省财政在安排
黑土地保护相关资金基础上，截至目前，2021年共安排资金 11.7 亿元支持农

机购置补贴、秸秆综合利用、测土配方施肥、化肥减量增效等工作。  

  （二）抓好黑土区耕地调查摸底和监测评价。我省已经着手开展耕地质量

调查评价工作。从 2017 年开始，吉林省土壤肥料总站组织全省 9个市（州）的

49个县（市、区）开展耕地质量调查评价工作，涵盖全省全部耕地，全省共设

立 10924 个调查点位，覆盖了吉林省全部耕地土壤类型。每个调查点采集 1 个



土壤样本，并进行了经纬度、乡镇名、村名、立地条件等 35 项野外调查，调查

数据 62 万项次，共检测土样数据 17.8 万项次，在全省建立了 49 个标准化的空

间数据和属性数据库，基本掌握了耕地土壤立地条件、剖面构型、理化性状、

养分状况、健康状况、土壤管理等基本信息，基本摸清了黑土区耕地分布、数

量和质量状况。并且逐个图斑进行了信息上图入库，编制了《吉林省土壤

图》、《吉林省土壤养分图》、《吉林省耕地等级图》等系列电子图鉴，形成

了《吉林省耕地质量评价报告》，2020 年由吉林省农业农村厅以通告形式向社

会发布。同时，研发“吉林省黑土地（耕地质量）大数据平台”，耕地数据全

部录入数据库，利用耕地质量监测点、全自动墒情监测站、耕地质量调查评价

点，实现苗情、墒情实时监测，耕地质量监测点布局一目了然，耕地质量变化

趋势一键生成，监测情况自动图表、图形反映，自动生成等级图、土类图、养
分图。平台已经基本完成功能模块研发，正在试运行完善功能，即将上线正式

应用。  

  （三）探索建立黑土地保护补偿机制。我国已经建立包括黑土地保护在内

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制度、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农用地转

用许可制度、占用耕地补偿制度等在内的耕地保护制度。《吉林省黑土地保护

条例》也要求建立黑土地保护生态补偿机制具体办法。这些制度、法规为建立

黑土地保护补偿机制奠定了基础。《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

强黑土地保护的实施意见》要求实施最严格的黑土地保护目标责任制考核评价

制度，开展考核和督查。并且把黑土地保护工作纳入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和乡

村振兴实绩考核。下一步，省里将研究探索黑土地保护生态补偿机制，按照
“谁保护，谁受益”和“分级负责，突出重点”的原则，调动新型经营主体和

小农户落实黑土地保护的积极性，落实地方党委政府对在黑土地保护工作中做

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工作落实不到位的约谈相关地区

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压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保护黑土地的主体责任，确保黑
土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  

  （四）建立分区施策耕作制度。按照《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

全面加强黑土地保护的实施意见》，将针对不用区域，采用不同技术模式，因

地制宜、分区施策开展黑土地保护。  

  1.中部半湿润区提质增肥。主要包括长春、四平、吉林、辽源等地区，土

壤肥力较高，是玉米产业优势区。以防止土壤肥力退化、构建科学合理的耕作

体系为主攻方向，实施秸秆还田，化肥与有机肥配合施用，因地制宜采取轮

作、土壤养分调控、深翻深松和免耕播种等集成技术模式，提升耕地质量，增

强土壤肥力。  

  2.东部湿润区固土保肥。主要包括通化、白山、延边地区及梅河口市，域

内坡耕地较多，雨水充沛，是特色产业优势区。以防治水土流失，修复农田生

态为主攻方向，采取小流域综合治理，实施“草业冠”种植、秸秆填埋修复、

截/排水沟建设，配套秸秆还田、等高种植、土壤酸化治理、深耕整地等集成技

术模式。浅山丘陵地区可结合实际实施环坡打垄、侵蚀沟复垦等措施，增强水

土流失防御能力，提高土壤保肥性能。  



  3.西部半干旱区改良培肥。主要包括松原、白城等地区，域内地势平坦，

土壤瘠薄，是杂粮杂豆产业优势区。以节水保墒、培肥地力，改良盐碱为主攻

方向，因地制宜采取免耕播种、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料，配套节水灌溉等集

成技术模式。低洼盐碱区施用脱硫石膏、生物菌肥、调理剂等盐碱土壤综合改

良措施，改良土壤障碍因素，提升土壤肥力。  

  非常感谢贵委员对我省黑土地保护工作提出的宝贵建议，并欢迎继续对我

们的工作给予一如既往的关注、支持与监督，共同为吉林全面开展黑土地保护

工作做出新的贡献。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2021 年 6 月 23日 

    （联系人：于成龙，联系电话：155000095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