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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吉林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 95 号

提案的答复  

吉农议字〔2020〕17号   

    

曹武委员：  

   您提出的吉林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 95 号提案《关

于进一步加强黑土地保护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

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黑土地是地球上稀有的土壤资源，是东北地区农业生

产的基础。东北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保护和提

升黑土地质量，是守住“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战略底线的重要保障，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

出的重要生态工程，对推动农业绿色、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根据《东北黑土地保护规划纲要（2017-2030

年）》，吉林省典型黑土区耕地面积 0.69 亿亩，目前全省

粮食产量已达到 700 亿斤阶段水平，其中黑土区贡献率在

80%以上。加强黑土地保护，稳定和提升黑土地综合生产地

力，对保障我省农业持续稳定发展、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基

础具有重要意义，是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重大

举措。  

  经国务院批准，原农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原国土资源部、原环境保护部、水利部联合印发了

《东北黑土地保护规划纲要（2017-2030 年）》（以下简称



《规划纲要》），对东北黑土地保护工作提出了具体思

路、目标和要求。为全面贯彻落实《规划纲要》，推动我

省黑土地保护工作深入开展，结合我省实际，省农业农村

厅、发改委、财政厅、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和水利厅

研究制定了《吉林省关于落实<东北黑土地保护规划纲要

（2017-2030 年）>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

见》）。省级各部门根据职责分工，积极落实《实施意

见》，着力做好《建议》中关注的各项工作。  

   一、关于规划在先，顶层设计。  

  《实施意见》针对不同区域黑土地退化的主要因素，

坚持因地制宜，分区施策。一是东部保护区以水土流失治

理为主，包括吉林市所辖县（市、区）、东丰县、东辽

县、辉南县、柳河县和梅河口市，治理方向主要是加强坡

耕地整治和侵蚀沟治理，到 2030 年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达到 8700 km
2
以上。二是西部保护区以中低产田改良修复

为主，包括梨树县、双辽市、松原市宁江区、前郭县、长

岭县和扶余市，主要推广保护性耕作和节水灌溉技术，加

强盐碱化土壤改良治理，建立盐碱化土壤改良治理示范

区。到 2030 年保护性耕作稳定在 500 万亩以上，节水栽培

技术 300 万亩以上。三是中部保护区以培肥地力为主，包

括长春市所辖县（市、区）、伊通县和公主岭市，主要方

向是大力推广秸秆深翻还田、增施有机肥和机械深松等技

术，有效利用畜禽粪便资源。同时，《实施意见》着力完

善各项保障措施：一是加强组织领导；二是保障资金投

入；三是加大监管力度；四是强化科技支撑；五是创新服

务机制。  

  二、关于明确路径，综合施策。  

  我省的黑土地保护工作，坚持突出重点，综合施策。

以保护永久基本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保护

区为重点，统筹土、肥、水、种及栽培等生产要素，综合



运用工程、农艺、农机、生物等措施，确保黑土地保护取

得实效。一是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高标准农田建

设，推进山、水、田、林、路综合整治，全面提升黑土区

农田基础设施水平。2018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职能划归

省农业农村厅后，2019-2020 年，农业农村部共下达我省高

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730 万亩，持续建设集中连片、旱涝保

收、稳产高产、生态友好的高质量农田。二是做好耕地污

染阻控。以绿色生态为导向，以“两河一湖”区域为重

点，大力开展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加快推广保护性耕

作、测土配方施肥、增施有机肥、生物防治、生物农药应

用和专业化统防统治等绿色防控技术措施，推进实施化肥

农药精准施用、高效利用、集成应用和替代使用，逐步把

化肥农药使用量降下来、利用率提上去，打好打赢农业生

态环保攻坚战。三是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按照国家有关

政策要求，我省坚持生态优先、用养结合，通过政府与市

场两端发力、农机与农艺深度融合、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

并举，稳产丰产与节本增效兼顾，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

我省主要推广秸秆覆盖还田免耕和秸秆覆盖还田少耕两种

技术类型，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各地因地制宜，不搞“一

刀切”。2020 年，全省计划实施保护性耕作面积 1800 万亩

以上，比 2019 年增加 641 万亩，增幅达到 55%。四是提升

大马力农机保有量。通过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拉动，我

省大型拖拉机保有量持续增长，2019 年 100 马力以上大型

拖拉机达到 22143 台，增长 11.2%；200 马力以上大型拖拉

机新增 1556 台，达到 2639 台，增长 144%，增长幅度均大

幅超过拖拉机保有量增幅。2020 年，我省继续实施“敞

开，普惠”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预计大型拖拉机保有量

将进一步提升。五是促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鼓励引导

农民、农业合作组织和涉农企业等社会力量，积极开展以

畜禽粪便利用为主的有机肥积造施用，建设种养结合示范

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基础设施，支持适度规模养殖场

进行粪污处理，建设有机肥堆沤池，引导有机肥积造施

用。  



  三、关于创新科技，集中攻关。  

  2018 年 9 月，中国农业大学黑土地现代农业研究院落

户梨树县；2019 年 3 月，省政府与中国农业大学签署了战

略合作协议，双方在多领域确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梨树县

政府与中国农业大学以此为依托，持续开展“地校合

作”，在黑土地保护技术研究、东北黑土地保护高端论坛

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和卓有成效的合作。  

  目前，我省黑土地保护主推保护性耕作技术，同时也

是农业农村部开展的黑土地保护重点项目，我厅将继续积

极向农业农村部申请项目和资金，同时协调省级财政资金

的支持，在今后几年以长春、四平、松原、白城及公主岭

市作为整县推进先行区域，稳步扩大实施面积，在全省建

设一批高标准保护性耕作应用基地，提升保护性耕作示范

引导作用。  

  四、关于政策扶持，保障资金投入。  

  2015 年起，我省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资金开展黑土地保

护，截止目前，累计争取黑土地保护补助资金 9.6 亿元。

省财政厅高度重视黑土地保护工作，省级专项资金不断向

黑土地保护方向倾斜，从 2015-2018 年每年投入 5000 万元

左右，增长到 2019-2020 年每年投入 20000 万元，支持全

省开展秸秆覆盖还田保护性耕作。同时，省财政安排的中

央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实施敞开普惠的补贴政策，对保护黑

土地相关农机具进行补贴；省级专项中安排资金支持测土

配方施肥和增施有机肥等项目，进一步保护我省宝贵的黑

土地资源。  

  东北黑土地保护已经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我省

各级政府将根据国家规划，立足本区域资源禀赋条件，因

地制宜制定黑土地保护“十四五”规划。  

  五、关于加强领导，统筹推进。  



  在《实施意见》中，省级各部门联合成立了工作领导

组和专家指导组，同时要求各地要建立由政府分管负责同

志牵头，农业农村、发展改革、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

境、水利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的工作领导组，加强对

黑土地保护工作指导和监督考核。成立由教学、科研、推

广部门专家组成的专家指导组，加强统一领导和统筹协

调，明确部门职责分工，协调解决规划实施中的重大问

题，确保黑土地保护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此外，在创新服务机制方面，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

式，发挥财政投入杠杆作用，鼓励第三方社会服务组织参

与黑土地保护，探索建立政府指导，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承担建设任务的项目实施机制，推行 PPP 模式，引导商

业性经营资本等多方资金投入黑土地保护，调动社会化服

务组织和专业化企业等社会力量的积极性。  

  非常感谢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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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为我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为开创新时代农业农村工作的新局面作出更大

的贡献。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  

                                     2020 年 5 月 29 日  

   （联系人：孙慧，联系电话：0431—889060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