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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吉林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洮南市是全国闻名的

“辣椒之乡”，红彤彤的辣椒

挑选速冻后运往全国各

地。图为农民正在挑选辣

椒。 邱会宁 范海辉/摄

今日8版

见到孙殿会时，我们一行人正
走在长岭县三青山镇半截岗村的一
块玉米地头，玉米棒大粒圆，丰收在
望。远处快步走来一名年轻人，身
穿浅色T恤，阳光、帅气。

三青山镇党委书记许申说，他
就是孙殿会，这周边采用宽窄行技
术种植的 3000 多亩玉米地都是他
的，今年一共种了7000亩玉米。另
外，他在内蒙古种植的600亩西瓜，
今年收入超过200万元。孙殿会目
前是长岭县周边远近闻名的种粮大
户。

孙殿会时尚前卫，记者无法把
这个年轻人和种粮大户联系起来。

“我就是半截岗村土生土长的
农民，毕业后直到 2020 年之前，一
直在城里打工，主要是往上海和江
浙一带销售农产品。时间长了，我
发现卖别人的农产品说道太多，不
如自己种植，打造自己的品牌，2020
年，我回到家乡开始种地。”说起经
历，孙殿会话语中带有微微的自豪。

“都说种地‘没出息’，不能发家
致富，但我不信邪。我不想走父辈
的老路，按他们的方式方法种地。”

孙殿会说，现在种田要讲究规模化、
机械化、标准化，要相信科学科技，
而土地集中连片就是规模化经营的
基本要求，于是，种地初始，他便成
立了长岭县农泽机械化种植专业合
作社，在承包土地的同时，对周边村
民的土地进行托管。

“要粮给粮、要钱给钱，他的托
管经营方式很受村民的欢迎。”许申
说，每年初，孙殿会都要和村民签订
托管经营合同。如果要粮，秋天每
公顷按2.4万斤玉米给村民；如果要
钱，每公顷给村民1.5万元，之后还
有分红。由于选择自由，周边村民
都愿意将土地托管给孙殿会。

“吉林西部土地贫瘠不说，还十
年九旱，每公顷按2.4万斤玉米给村
民，是有一定挑战的。”记者插话。

“有压力也是好事，逼着我必须
向科技要产量，走农业现代化的路
子。”孙殿会说，近几年来，长岭县实
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这让我有机
会和中国农科院的技术团队建立了
联系，时常通过视频通话向专家咨
询和学习。在专家的建议下，我的
玉米田一直采用宽窄行种植和“水

肥一体化+密植”技术。这些种植
技术不仅能及时缓解旱情，还能提
高肥料利用率，使种植密度从过去
每公顷 6 万多株提高到 8 至 10 万
株，粮食产量也因此比过去大幅提
高。

走进田间，孙殿会随手扒开几
穗玉米，各个颜色金黄、籽粒饱满。

“按当前的成熟度和株数，今年1公
顷至少能达到 3.3-3.4 万斤。”拿着
玉米棒，孙殿会笑得合不拢嘴。

从不懂技术的“小白”、门外汉，
到如今信手拈来农业技术和专业术
语，一路走来，孙殿会对科技种田有
了更深的理解。“现在，种田更需要
专业人才。”孙殿会说，今年他在内
蒙古种植的600亩西瓜，聘用了6名
技术人员，在瓜地吃住4个月，仅工
资一项，每月就达4.2万元。

“以前种地全靠经验，现在要转
变观念，以现代农业的方式种粮是
大有前途的。”孙殿会说，农业机械
化是科技强农、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重要基础。他深知农机对于实
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性，于是先后
投资300万元购置了大型联合收获

机、搂草机、玉米播种机等农用机
械，从播种到收割，全部实现了机械
化。如今，他的玉米田已经成为新
型职业农民培训的田间课堂。

走上一处高岗，金黄的玉米一
直平铺向远处的村庄。“眼前看到的
玉米地都是我们合作社种植的，共
有3000多亩，在内蒙古还种了4000
多亩。”孙殿会向记者介绍情况时，
脸上一直洋溢着笑容。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国家
也越来越重视粮食生产，出台了很
多扶持政策，让我们体会到种粮也
能够致富，这是我们新时代种粮人
最大的底气。”科技种田几年来，孙
殿会对粮食生产更加充满信心。

“明年，我要继续扩大种植面
积，力争达到1万亩玉米，带领更多
的村民一起发家致富。”孙殿会的声
音清晰有力。

“让种粮也能够致富”
—— 一个新农人的炼成记

本报记者 曹梦南 黄玥

记者手记：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

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
近年来，记者长年走村入户

采访，看到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
少，大多是上年纪的农民留守种
地，或者是“流动大军”在种地。
而像孙殿会一样，“走出去”又“回
乡来”的年轻人鲜而有之。

从不懂技术的“小白”，到地
地道道的农业技术能手，再到收
入百万元的新农人，孙殿会用 4
年时间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让

种粮也能够致富”的殷殷嘱托。
保障粮食安全，亿万农民是

主体。“谁来种地”，这是保障粮食
安全的必答题，也是发展现代化
大农业、建设农业强省强国的大
课题。

农民种粮能挣钱，粮食生产
才有保障。“通过富裕农民、提高
农民、扶持农民，让农业经营有效
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
托，温暖着亿万农民的心。

希望吉林大地有更多的孙殿
会涌现。

随着新季秋粮陆续收获上市，
国家有关部门对秋粮收购工作已作
出安排部署。近日，为确保“有人收
粮、有钱收粮、有仓收粮、有车运
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农业农村部等九部门
联合发布《关于切实做好2024年秋
粮 收 购 工 作 的 通 知》（下 称《通
知》）。

《通知》提出，今年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是实现“十四
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做好
粮食收购工作意义重大。要更多采

用市场化方式和手段，推动形成主
体多元、购销踊跃、流通顺畅的粮食
市场良好局面。要加强收购工作统
筹组织、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健全粮
食市场化融资机制、充分发挥交通
物流保通保畅工作机制作用、做好
粮食供销运的跟踪监测和协调、深
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着力营造公
开透明、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切实
提高各类主体入市收购积极性，提
高粮食流通效率，持续增强粮食收
储保障能力。

为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通

知》要求，要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
警，统筹考虑玉米、稻谷、大豆等秋
粮品种生产形势和市场走势；加强
中央和地方各级储备协同运作，合
理把握收储轮换时机、节奏和力
度；加强产购储加销全链条协同
保障和粮食应急保障体系建设。
紧紧围绕农民售粮实际需要，创
新服务方式，进一步加大预约收
购推广应用力度，让售粮农民少
跑腿、少排队、快售粮；要发挥粮
食产后服务中心作用，帮助农民
减损增收。

针对可能发生的雨雪冰冻等灾
害天气，《通知》提出要提前研究制
定应对措施和应急预案，一旦发生
灾害天气，第一时间出台针对性措
施，及时优化收购安排，最大程度降
低因灾损失。

监管方面，《通知》指出，要聚焦
售粮款支付、质价政策执行、质量安
全检验、粮食收购称重计量等问题
多发环节，突出检查重点，严厉打
击 违 法 违 规 问 题 。 充 分 发 挥

“12315”“12325”热 线“ 前 哨 ”作
用，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结合实

际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形成监管
合力。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
备司相关负责人表示，预计今年秋
粮旺季收购量在2亿吨左右，与上年
总体持平。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将聚焦农民售粮需求，做
好政策咨询、信息发布、预约收购等
各项服务，不断提升农民售粮满意
度。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稻
谷最低收购价政策，确保农民“种粮
卖得出”。

据（农民日报）

九部门发文要求做好今年秋粮收购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