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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辽市深入贯彻落实党政同责，提高政
治站位，胸怀“国之大者”，全力稳面积、提单
产，把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提高单产作为保
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聚焦玉米等主要作
物，加大政策扶持、宣传引导和技术服务力
度，大力推广玉米密植滴灌高产精准调控等
技术模式，2023年，粮食总产实现189亿斤，
实现“二十连丰”。

行政推动稳粮。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2023年，通辽市印发《通辽关于分配下
达2023年各旗县市区粮食和油料生产目标
的通知》，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市长
与各旗县区签订了粮食和油料安全责任书，
层层落实压实责任，实现了六级齐抓共推，
新型经营主体、小农户积极参与，行政推动
扩大粮播面积。据统计，全市粮食作物达
2000万亩，完成任务的 107%。其中，玉米
1821.2 万亩、大豆 59.5 万亩，较上年不同程
度增加，实现粮豆面积双增。

惠农补贴助粮。落实惠农补贴调动种
粮农民积极性。全年全市共下达各类惠农
补贴资金25.4975亿元，其中，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 120438 万元、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
12004万元、农机购置补贴26806万元、玉米
大豆和马铃薯生产者补贴 95727 万元。为
鼓励大豆种植，大豆生产者补贴标准沿袭
2022年标准 400元/亩，继续对大豆玉米复
合种植补贴，补贴标准 150元/亩。同时，积
极争取农业病虫害、抗旱和洪涝防灾减灾资
金 1384 万元、玉米大豆“一喷多促”资金
9336 万元，及时开展抗旱救灾、灾后恢复、
1052万亩玉米大豆促早熟和病虫害防治等
工作。

项目支持促粮。2023 年，通辽市统筹
1.7851 亿元支持主要粮油作物单产提升。
利用717万元良法项目资金，建设15个优质
高效增粮千亩方，促进良田、良种、良法、良
机落地；利用 3800万元绿色高质高效项目
资金，建设玉米绿色高产高效示范区114个
千亩方、30个万亩片和大豆绿色高产高效示
范区 40 个百亩田、10 个千亩方等；利用
5500万元玉米主产区地力提升项目资金，建
设55万亩玉米地力和单产双提升示范区；利
用 1004万元化肥减量增效项目资金，建设
48万亩化肥减量增效“三新”示范区；利用
6000万元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资金重点
支持2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另外，市本级投
入资金270万元，开展玉米密植高产示范区
绿色防控；开鲁县财政投入资金 360万元，
建设中国农业科学院玉米密植高产高效全
程机械化绿色生产六级联创科技创新示范
基地；科左中旗财政投入资金200万元支持

玉米单产提升工程建设。
科技支撑增粮。通辽市坚持把主要粮

油作物大面积提高单产作为保障粮食安全
的重要手段，聚焦玉米等主要作物，推广玉
米密植滴灌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模式，针对浅
埋滴灌、管灌、旱作等不同的灌溉方式，在集
成11项关键技术的基础上，在技术应用和管
理上抓好7个精准。精准选种。全市建设看
禾选种平台10个，连续3年累计推介发布玉
米密植高产品种35个，推进优良品种更新换
代。科左中旗玉米单产提升20万亩项目区
应用耐密、高抗、宜机收、优质、高产品种 5
个，改善了品种多、杂、乱的现状。精准整
地。2011年以来，全市累计建设和改造提升
高标准农田面积 1296万亩，引进推广深松
机、翻转犁、驱动耙、联合整地机等机械改旋
耕为深松深翻等精细整地，提高整地质量。
精准播种。应用北斗导航播种和提升整地质
量，保证播种密度和播种质量，提高出苗率。
精准防控。全生育期两遍精准防控病虫。推
广使用高效喷头装备高效植保机械约50万
台套，精准除草防虫覆盖面积1800万亩次以
上。建设玉米螟防控示范区110.4万亩，开展
理化除草示范5万亩，开展除草剂联合试验示
范4570亩，遴选高效低毒、低残留+高效助剂
除草剂配方3个至5个，引导农户绿色防控、
精准防控，科学减少农药投入。精准化控。

6叶至 8叶适时化控，促根系、降穗位，增强
抗倒伏能力。精准水肥管理。水肥一体化
面积达607万亩，浅埋滴灌区采用多次分次
施肥。示范推广“无底肥”，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2094万亩次，应用新型肥料约300万亩，
提高化肥利用率，改善土壤结构。精准收
获。玉米籽粒直收20万亩以上。

农技推广优粮。为促进技术落实到位，
通辽市打出农技推广“组合拳”，扩大技术知
晓率和应用率。顶级专家指导。持续与中
国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合作，成立5个“中国农
科院专家工作站”“通辽市玉米高产研究中
心”，各级专家巡回服务指导到田、到户。科
技示范展示。采取“1+8+N”模式，做到3个
全覆盖，核心示范基地旗县全覆盖、千亩方玉
米主产乡镇全覆盖、百亩示范点玉米种植村
全覆盖。常态化现场观摩。在整地、播种、化
控、水肥管理、病虫害综防、籽粒直收等关键
环节，多点多地召开现场观摩会46次，累计
培训人数5万余人。开展高产竞赛。目前正
组织示范区700余个种植大户、农牧民专业
合作社、涉农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广泛参与
竞赛活动，旗县自测后，10月1日前梳理出高
产地块和作物，市里组织专家核验后向自治
区申请复测。新媒体推广。创办“三分钟农
视”，通过新媒体发布农技视频630期，开展
农技讲课（现场活动）直播53次。

2024年，通辽市以土地整合、规模经营
为基础，统筹推进高标准农田、社会化服务
和单产提升，集聚资源、项目和人才优势，规
划推进千万亩现代节水高产农业示范区建
设。到 2026年，新建改造高效节水高标准
农田 1200万亩，1800万亩高标准农田同步
推进社会化服务和单产提升。建成后，年可
节约农业用水12亿立方米以上，可再新增粮
食产能 20亿斤以上。同时，做到两个全覆
盖，水浇地浅埋滴灌全覆盖、浅埋滴灌玉米
种植地块密植高产田全覆盖。

抓好三个强力。强力行政推动。连续4
年印发有关玉米密植高产方案，全市统一下
达任务、政策扶持、组织考核，明确技术标
准、推广方式、经营模式，政府和部门齐心协
力，玉米密植高产迅速落地生根、发展壮
大。强力政策扶持。2021年以来，种植业项
目全部向密植高产倾斜。2024年，全市已明
确高标、社会化服务等11个项目倾斜。强力
技术推广。具体为“十个一”：一个专家团
队、一套书册挂图、一轮理论培训、一轮现场
培训、一系列视频、一场直播活动、一项高产
竞赛、一块攻关示范田等。

做好五个统筹。统筹各类模式。西辽
河冲积平原灌区，科尔沁区、开鲁县、科左中
旗、奈曼旗北部，水利设施、土壤条件、地势
平坦、生产水平较高，滴灌面积大，推广以壤
土为主、沙地为辅密植滴灌方式。推进高
效、智能滴灌（小流量滴灌带、水肥自动控
制）。山沙两区，奈曼旗北部、科左后旗、库
伦旗、扎鲁特旗，水利设施一般、地势不平、
生产条件相对薄弱，推广沙地为主、壤土为
辅密植滴灌高产精准调控方式，管灌改滴
灌，梯次增密。培养典型大户，带动小农
户。统筹经营方式。单产提升+社会化服务
主推“村集体+合作社+农户”“企业+合作
社+农户”“合作社+农户”“保固定产量收
益+超产分红”“保产服务”等模式，目前已有
282 个新型主体通过以上方式签约单产提
升+社会化服务面积 200余万亩。实行“五
统三化”模式，即，统一农资、统一耕种、统一
管理、统一收获、统一销售，促进标准化、集
约化、产业化。统筹关键环节。单产提升是
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好各关键环节，“五
良”并进，良田（661万亩）、良种（发布密植品
种 35个）、良法（8个精准）、良机（精量播种
机台12.9万台、导航仪3000个、联合整地机
722台）、良制（好政策、好主体和好的经营模
式）。统筹各类资源。联合中国农科院作科
所建立玉米高产研究中心，成立中国农科院
李少昆专家工作站（5个），30余名博士研究
生常年驻站指导；筹划建设玉米密植高产研
究院。加强与气象部门的合作，建立会商机

制，联合制作和运行6个产品，联合发布气象
服务农业防灾减灾专报、气象服务病虫害防
治专报、春播期间地温日报、气象服务秋季
生产信息、气象服务春耕生产信息；计划通
过单产提升项目至少建立 5个气象站，全部
接入气象的运行系统；利用科技局资源，开
展农业科技“突围”行动，扶持沙地单产提升
50万亩；建立玉米研究中心。统筹乡村振
兴。市政府分管领导协调乡村振兴衔接资
金为60个单产示范村集体经济组织等购买
高性能播种机、整地机 184台，促进整村推
进单产提升。

推动五个转变。从部门工作上升到政
府行动。党委和政府推动、市县乡联动、村
户行动。科技包市、科技包县（通辽市、开
鲁县、科左中旗、奈曼旗都签订了科技服务
协议），被中国农科院称之为“通辽模式”。
从单项技术向综合推广的转变。不仅仅是
一项单项技术，是一项综合的推广工作。
从推广时间上看，2019 年试验田 300 亩，
2021年千亩田 85万亩，2023年万亩田 238
万亩，2024年整村推进295个、整镇推进20
个，600万亩。技术模式由 2020年 10项配
套技术到 2023年 8个精准、2024年智能化
信息化、专业化。从传统粗放向精细化管

理的转变。实现技术提升，品质提高，素质
提升，向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产业化方
向发展。从示范基地向产业园区发展的转
变。示范基地按照园区的方式建设，实现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从农户不予认可到积
极应用的转变。

实现六个提高。提高出亩保苗率。密
植滴灌技术比常规种植亩播种和保苗密度
提高 500株至 2000 株，示范区种植密度可
达到6000株左右。提高水分生产率。浅埋
滴灌比管灌灌溉水生产效率提高 30%，亩
节水120立方米，节约40%左右。提高肥料
利用率。肥料利用率根据作物的需肥规
律，减少底肥用量或采用无底肥方式，全生
育期分为 6次至 8次施肥，肥料利用率提高
5个百分点。提高收获减损率。精准整地、
导航播种和滴水出苗，实现了玉米整齐度
一致，减少机械收获损失的 2%，籽粒直收
可减少脱粒和晾晒过程中的损失 3%，有效
解决地趴粮霉变的问题。提高了土地利用
率。浅埋滴灌打破了传统的畦田模式，导
航播种，节地 10%。提高亩均产出率。密
植滴灌比管灌增产 100 公斤至 200 公斤/
亩，增收 180 元至 360 元/亩，增产和增收
10%以上。

年初以来，通辽市各级农牧部门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粮食安全的
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1号文件精神，按照自
治区农牧厅和通辽市委、政府的安排部署，
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坚持稳面积、
增单产两手发力，早行动、早部署，全力以赴
抓紧抓实春耕生产，确保实现稳口粮、稳玉
米、稳大豆、提单产的目标，力争粮食面积稳
定在1900万亩以上，产量达到190亿斤。

备齐农资农机。及早部署农资市场检
查、农机具检修等工作，农资农机市场供应
充足、价格平稳，农资到位较快。农资供应
稳定。据农情调度显示，化肥春播需求量38
万吨，可供量 38.5 万吨；农药春播需求量
1530 吨，可供量 1550 吨；种子春播需求量
3.2万吨，可供量3.25万吨；地膜春播需求量
2700吨，可供量2800吨。与此同时，农资采
购也出现了新变化，以村为单位统一组织或
者以合作社（大户）统一组织与生产厂家直
采直供，根据生产规模量身定制种、肥、药，
节省了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农机保障充
足。全市可投入春耕生产的拖拉机 19.3 万
台，配套机具21.5万台，其中，整地机械7万
台套，安装精量导航播种仪3000余个，投入
春耕生产的服务组织共760个，投入春耕生
产的农机技术人员12万人，完全能够满足春
耕生产需求。农资监管到位。全市开展了
农资打假专项行动，出动执法人员 4416余
人次，发放法律法规宣传单3600余份，检查
农资经营门店1104余家次，发现问题23起，
都已责令整改，保证了农资市场秩序。

备足政策资金。政策资金额度大、下达
早。截至3月底，已下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农机购置补贴、粮油规模主体单产提升等惠
农政策资金 15.8 亿元，比上年增加约 6%。
已下达高标准农田国债及自治区配套资金
35.91 亿元，春季开工建设高标准农田 200
万亩。政策资金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调动
种粮农民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涉农金
融服务支持力度大。落实涉农贷款资金
797.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8.1%，其中农
户贷款385.3亿元，较上年增加24.3%。

备新生产模式。加快千万亩节水高产
农业示范区建设。全市一体化推进高标准
农田、社会化服务、单产提升、耕地质量提升
4项重点工作，集中打造千万亩节水高产农业
示范区。2024年，新建高标准农田400万亩、
社会化服务 800万亩、单产提升 600万亩。
采取“高标准农田+社会化服务+单产提升”的
方式，已落实玉米单产提升面积 600万亩。
玉米单产提升整镇推进29个、整村推进278
个。玉米单产提升加大普及推广力度，为大
面积均衡增产发挥重要作用。加快现代农业
产业园区建设。坚持园区化发展的理念，聚

焦优势主导产业，推动生产要素向园区集中、
优势资源向园区集聚、政策资金向园区倾斜，
印发《通辽市2024年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种
植业领域）创建实施方案》，市县两级共建设
24个农业示范园区，其中市级园区6个，旗县
级18个，包括玉米、红干椒、甘薯、荞麦、水稻、
大豆6个作物，围绕“三田两区四支撑”的“九
个有”建设农业综合型产业园区，引领主导产
业高质量发展。推进集约规模化发展。引进
中化、两宜生物、中交天航等农业公司，统筹
当地合作社，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等方
式，推进社会化服务和集约化规模化经营。
全市295个嘎查村与新型经营服务主体签订
了整村服务合同，签订面积126.4万亩，实现
了五个统一，即：统一品种、统一播种、统一水
肥管理、统一收获、统一销售。其中，科尔沁
区钱家店镇与通辽市汇民盛丰农民专业合作
社联合社签订10万亩“单产提升+社会化服
务”协议，集中连片10万亩玉米密植高产技
术+籽粒直收+粮食减损（粮食银行），探索实
践集中连片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可复制、可推
广模式。推进智能化应用。依托高标准农
田、单产提升等项目，积极推进水肥一体化智
能系统在生产上的应用，全市计划新建智能
化管理20余处，面积约4万亩。其中，科尔沁
区钱家店镇与中国农科院、中国农大联合打
造万亩数智农场，生产、管理环节全部使用信

息化与物联网技术，打造全国示范点。
备好技术服务。开展“五良”模式示

范。以推广玉米密植滴灌高产精准调控技
术模式为重点，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
集成组装，采取“1+8+N”的方式，全市建设
优质高效增粮示范基地20个，建设玉米单产
提升百亩田 100个、千亩方 80个、万亩片 8
个，示范带动新品种、新技术的应用。开展
科技突围揭榜挂帅。启动实施“玉米生物育
种及高产耕作技术集成与示范”科技突围项
目，2024年，开展抗虫、耐除草剂基因玉米新
品种的自主研发，示范推广沙地单产提升技
术模式50万亩。开展联合攻关试验。持续
加强与中国农科院、中国农大、内蒙古农大、
内蒙古农牧科学院、内蒙古民族大学、通辽
市农牧业科学研究所等科研院校合作，引进

“粮丰”工程，开展耕地地力提升、水肥高效
管理、绿色高产技术示范等技术试验 60余
项。建立“单产提升”联合指导组，研究推进
单产提升工作。与科研单位、企业合作建设
看禾选种、看苗选肥、对症选药等示范点 18
个，开展“无底肥、少底肥”示范3万余亩，为
主要粮油作物单产提升做好技术储备。开
展宣传培训。全市冬春单产提升培训已集
中开展 3轮，培训场次 117场，共培训了 92
个苏木乡镇、1524个嘎查村，共培训了镇村
干部、技术员、合作社、种植大户等2万余人。

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作物栽培与生理创新团队资深首席李少昆（右一）在

“田间课堂”授课。 胡建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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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一场喜雨过后，通辽市科尔沁区钱家

店镇前西艾力村万亩数智农场项目区呈现出一片

喜人的嫩绿。正在用手提播种机进行补种作业的

通辽市汇民盛丰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工作人员

王付说：“虽然今年大田玉米的出苗率高于往年，但

是还有少数地块出苗不整齐，趁玉米苗3叶期进行

补种，是要确保每亩出苗量达到7000株左右的必

要工作。”

通辽市汇民盛丰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从

2018年起通过与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

所对接，在通辽市率先采用玉米密植高产种植技

术，这项新技术与传统生产方式相比，每亩要多种

2000株左右，多产粮食200公斤左右。

“我们通过采用这项新技术，在 2022 年和

2023 年，平均单产分别达到 1087.93 公斤、

1183.47公斤，连续两年创东北地区万亩大面积

单产纪录。”通辽市汇民盛丰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理事长马忠臣介绍。今年，该合作社除了以托

管或土地流转的方式经营包括前西艾力村在内的

周边 4个村 1万多亩土地外，还以社会化服务的

方式，对钱家店镇42个村的 10万亩耕地进行技

术指导，从该项技术的受益者发展成推广者。

今年，科尔沁区以中国农科院李少昆专家团

队为技术支撑，依托中国农大、中交一公局，以通

辽市汇民盛丰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为建设主

体，打造了一个万亩数智农场示范基地。该基地

通过配置立体式监测感知、智慧农机装备、大田智

慧灌溉等系统，使整个生产过程耕、种、防、收实现

全程智能化和数字化管理。

“就水肥智能化控制这块来说，系统通过传感

器捕捉到的信息，对玉米进行定量、定时的水肥供

应，大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有了这

个项目，今年增产增收会更有保障。”马忠臣说。

通辽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科尔沁草原

腹地，背依燕山余脉，蜿蜒的西辽河从这里静静流

过，成就了流金淌银的西辽河平原。通辽市是世

界三大黄金玉米带之一的中国东北黄金玉米带核

心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内蒙古粮仓”，全国

23个百亿斤粮食地级市之一。去年，全市玉米产

量达到了176亿斤，占全市粮食产量九成以上，全

区玉米产量的三分之一。“通辽黄玉米”获得国家

农产品地理标志，入选全国百强区域品牌，区域公

用品牌价值达305亿元，位居全区之首。

高标准农田高标准农田。。 张启民张启民 摄摄

机械化春耕作业机械化春耕作业。。张启民张启民 摄摄 晒玉米晒玉米。。梁琛梁琛 摄摄高产玉米田高产玉米田。。张启民张启民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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