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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盐碱地综合利用Z

“夏秋水汪汪，冬春白茫茫，只长盐蓬

草，不长棉和粮。”“有女不嫁卤泊滩，男儿

有志快出滩。”这是几十年前陕西省渭南市

蒲城县卤泊滩区饱受盐碱之苦的真实写照。

在我国，盐碱地是主要的中低产土壤类

型之一。2021 年 10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山东省东营市的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考察调研时强调，“开展盐碱地

综合利用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

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此后，习近平总书记

在考察河北沧州、内蒙古巴彦卓尔时，又对

盐碱地综合利用作出重要指示。在主持召开

二 十 届 中 央 财 经 委 员 会 第 二 次 会 议 时 ，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充分挖掘盐

碱地开发利用潜力，加强现有盐碱耕地改造

提升，有效遏制耕地盐碱化趋势，稳步拓展

农业生产空间，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多年来，为攻克盐碱地这一“土地顽

症”，各地区各部门不断进行盐碱地综合利

用的探索实践。如今，在蒲城县政协 23 年

的不断助力下，当地已经实现了从盐碱地到

“吨良田”的巨变。类似的变化也在其他盐

碱地分布地区陆续发生。在这场破“碱”重

生的不凡实践中，各地政协与政协委员同各

地各部门一道，谱写了一首生动的治碱“协

奏曲”。

“这块改造好的盐碱地，小麦亩产预计

可达 600 公斤。”近日，在卤泊滩区的蒲城

县荆姚镇新城村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

推进“吨粮镇”示范区，一片金黄、饱满的

麦田旁，县农业农村局农技中心主任师海斌

的介绍，让前来视察的县政协委员们对盐碱

地综合利用前景充满信心。

自 2001 年开始，蒲城县政协委员在对

卤泊滩进行视察后，就曾针对排碱不畅、科

技投入不足等提出了加强清淤排碱、强化科

技支撑等建议。20 多年来，县政协在持续

关注着盐碱地综合利用问题。

委员的呼声也得到了党政部门的积极

回 应 。 多 年 来 ， 他 们 积 极 采 纳 委 员 建 议 ，

开展卤泊滩排水 （碱） 工作，按“县管干

沟 ， 镇 办 管 支 沟 、 村 组 管 分 毛 沟 ” 原 则 ，

采取“常年管护和岁修清淤相结合”办法

落 实 管 护 责 任 。 实 施 了 排 碱 渠 中 干 沟 改

造、许家庄支沟排水、卤泊滩排碱渠综合

治理等项目，修建跨渠建筑物 108 座，新

建改建渠道 76 公里。2022 年 4 月，全县还

开展了排水 （碱） 渠清淤整治大会战，投

劳 5000 余人、投入机械 1000 余台，渠道清

淤整治 298.92 公里，有效提升了农田排涝

能力。

蒲城是全国优质商品粮基地县，结合高

标准农田项目实施，当地采取增施有机肥、

农作物秸秆还田、地表水压碱灌溉等措施，

解决了土地盐碱化严重、排水不畅、碱水倒

灌、内涝等问题，农作物亩均增产 47%。小

麦、玉米 （复种） 亩产由治理前的 350 公

斤、400 公斤增加至治理后的 500 公斤、600

公斤。

“我们村这片地属正在治理的盐碱地，

只 要 加 大 治 理 力 度 ， 粮 食 也 会 稳 产 、 高

产。”荆姚镇王子村党支部书记许学会满怀

信心地说。

由于盐碱地成因复杂、治理难度大、返

碱风险大，治理任务艰巨。“治得好、管得

好”是委员关注的焦点。

“盐随水来，盐随水去”。县政协委员李

红芳认为，水利改良是治理盐碱地的重要手

段之一，应加大灌排系统建设和修复力度，

采取明沟、竖井、暗管等方式降低地下水

位，减少盐分向地表集聚。

“三分治，七分养。”县政协委员贾军虎

表示，在组建县盐碱地改良工作专班基础

上，要优化治理方案、加强实验示范、确保

工程质量并加强后期监测、养护，避免重返

盐碱地。

接力治碱仍在继续。委员们建议，在做

好调研、论证基础上，统筹规划、分步实

施，因地施策、因地制宜，综合运用水利、

物理、化学和生物等技术，做好“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文章，让盐碱地造福于民。

陕西蒲城——

二十余载接力治碱

昔日盐碱地昔日盐碱地，，今朝今朝““米粮川米粮川””。。看各地政协和政协委员如何助力治碱改地看各地政协和政协委员如何助力治碱改地——

让盐碱地让盐碱地““破碱破碱””重生重生
在 我 国 总 面 积 近 15 亿 亩 的 盐 碱 地

中，有 5 亿亩具有开发利用潜力，是至

关重要的后备耕地资源和“潜在粮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

视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工作，多次深入

盐碱地区域实地考察，发表一系列重要

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新

时代新征程推进农业生产和盐碱地综合

改造利用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充分挖掘盐碱

地综合利用潜力，一片片“白花花”的盐

碱地摇身一变成为稳产增产“大粮仓”。这

当中也有许多政协人的身影。他们有的奔

走一线调研，不断为改造盐碱地提出高质

量 建 议 ； 有 的 将 本 职 工 作 与 委 员 履 职 结

合 ， 推 广 改 造 盐 碱 地 的 新 技 术 、 好 经 验 。

本期我们一起看看在盐碱地综合治理的伟

大实践中蕴含的政协智慧。

——编者

“计划明年大面积种植。”今年收割小麦

时，河北省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齐家务乡村民

宋桐岐表达出对“泊麦 7 号”的喜爱之情。

给宋桐岐带来种植信心的是“泊麦 7 号”

亩均产量数据。当天，中国农业科学院、河北

省农林科学院的专家对旱碱麦示范田种植的

“泊麦 7 号”进行实收测产，综合得出 561.57

公斤的亩均产量。“从测产结果看，沧州地区

旱碱麦产量水平创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作

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给出了测产结论。

2023 年 5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沧州

渤海新区黄骅市旧城镇仙庄片区旱碱地麦田考

察时指出，“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是一个战

略问题，必须摆上重要位置”。沧州市政协深

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利用委员

会客厅、主席恳谈日等载体，引导政协委员自

觉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

“泊麦 7 号”是历经 14 年、从 3600 个杂交

组合中繁育出的小麦新品种。围绕旱碱麦种植

推广，市政协第七“委员会客厅”开展专题协

商座谈。委员们提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

旱碱麦种植基地、实行良繁良推配套运行模

式、加大旱碱麦推广力度等意见建议。

同时，在沧州市渤海新区黄骅市、海兴县实

地调研后，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还组织

委员与市农业农村局开展对口协商。委员们就

盐碱地改造、旱碱麦品种研发、规模化经营、产

业支持政策等问题积极建言，提出鼓励开展相

关技术研究和创新，制定盐碱地综合利用相关

技术标准；加强耐盐碱作物良种繁育，构建现代

耐盐碱种业体系；强化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探

索更多盐碱地农业发展新模式等建议。

助力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大文章仍是沧州

市政协 2024 年重点工作，被列为常委会会议

议题。市政协主席王晓燕强调，要多在“特”

上下功夫，在加强盐碱地综合利用方面贡献政

协智慧和力量。

从 4 月开始，市政协开启调研小分队模

式，为常委会会议高质量建言做准备。领导班

子成员分别带队赴市内 6 个县 （市） 开展调

研，专题调研组还赴山东、浙江、福建相关地

市学习考察。

常委会会议上，委员们纷纷就盐碱地综合

利用提出意见建议。“着力在新型肥料、草粮轮

作、良种培育等核心技术领域取得突破。”董海

龙委员呼吁，加大中试示范基地、标准化繁育基

地建设力度，进一步提高优质麦种产量，加快品

种迭代更新。“强化科学规划，加强政策引导，推

进特色农业产业布局。”付荣凤委员针对轻度、

轻中度、重度盐碱地区和沿海滩涂盐碱荒地特

点，给出具体种植、养殖建议。

沧州市政协表示，将围绕盐碱地综合利用

继续开展深度协商议政，提出更多有角度、有

深度、有高度的意见建议。

河北沧州——

在“特”字上下功夫

推进盐碱地综

合利用，是改善水

土生态环境、推进

农业绿色低碳发展

的有效途径。盐碱

地广泛分布在我国

东北平原、西北干

旱区、半干旱区、

东部沿海地区和黄

淮海平原。国内现

有的 15亿亩盐碱地

当中，约 5 亿亩有

开发利用潜力，约

占三分之一。同时

盐碱地耕种困难，

影响粮食产量。俗

话说“盐碱地里种

庄 稼 ， 十 年 九 不

收”，盐碱地对农

作 物 相 当 “ 不 友

好”，导致农作物

“ 脱 水 ”、 出 现 枯

萎、烧苗，“中毒

烂根”等现象。为

此，建议：

一是加大科技

对盐碱地特色产业

的赋能作用。坚持

“以种适地”“以地

适种”相结合的耐

盐品种开发思路，

加 强 科 技 招 榜 挂

帅，发挥政府的基

础作用，市场的无

形作用推进生态修

复和耐碱品种优化实验。借鉴黄三角农高区

等地通过生态化利用和种业创新，研发出耐

盐碱植物新品种，马铃薯、甜高粱、黑小麦等

产量创新高成熟经验；同时推广国内外利用

浅井抽排、客土回填、简易隔盐等物理技术改

善盐碱土质；改善土壤排水条件，增加土壤的

透水性，减少盐分在土壤中的积累；发展滴灌

和微喷灌技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等成功

做法。

二是促进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进一步

优化盐碱地开发利用模式。完善工农业资源

循环利用体系，如，推广采取盐碱地“换土”模

式，挖出盐碱层，回填优质土壤。盐碱层可用

于填海造地；回填土可用当地河道清淤、建

筑、工业废弃物安全化下回填。

三是鼓励创新发展模式。发展盐碱地特色

农业生态旅游和农产品加工。加大对盐碱地综

合利用技术研究的投入，完善乡村振兴科技特

派员制度，推动相关领域创新发展。除粮食种

植外，还可探索盐碱地水产养殖和蔬菜种植技

术；鼓励企业和农户参与盐碱地综合利用，发

展盐碱地区特色生态农业旅游、盐碱地特色农

产品加工等，以提高盐碱地的经济效益和

价值。

四是采取省际合作的飞地模式，出台激

励盐碱耕地治理开发方案，将盐碱地开发纳

入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责任制，由中央

统筹将盐碱地划分给耕地较少的省份开发治

理，充分发挥沿海发达省份科技、人才、财政、

市场方面优势，助力盐碱地综合治理开发，实

现省际间利益共享。

五是鼓励央国企相关板块基于主业优势

基于市场需求参与盐碱地的生态修复公益建

设。建设好后交给市场经营主体运营，在需

求侧上推动生态产品的生态价值体系，助推

打造盐碱地农产品品牌，以产业培育引领盐

碱地开发利用。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民建福建省委会

主委，福建中华职教社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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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采写 路强 刘海强 高新国

范文杰 高松 高峰 张文敬 雷蕾

稻田连绵、稻苗葱郁，稻下一条条鱼儿来回

穿梭。初夏时节，走进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新

丰村，“稻在田里长，鱼在水中戏”的立体种养模

式让前来“取经”的隔壁村民艳羡不已。

看着眼前生机勃勃的稻田，很难想象这里

曾 经 是 一 片 盐 碱 地 。 10 多 年 前 ， 新 丰 村 人

少、田荒、碱大、沟深，是远近闻名的落后

村。2020 年，党员致富带头人马金明成立了

平罗县金丰源家庭农场，流转 700 余亩土地实

施稻渔综合种养，获得了良好收益。

平罗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稻渔综合种养是综合利用盐碱地的创新探索。

这种技术让水稻为鱼类遮阴，提供氧气和有机

物质，鱼类则为稻田除草增肥、吞食害虫，维

持系统自身循环，保持生态平衡，为农户创造

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昔日寸草不生，而今鱼稻共生。石嘴山市

政协主席张宏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近年来，

为了挖掘盐碱地利用潜力，石嘴山市采取深耕

深松、秸秆还田、种植绿肥等改良方式，成功

探索出“盐碱地变良田”的路径，目前，已改

善盐碱地 302 万亩。

但张宏伟表示，盐碱地改造依然存在一些

宁夏石嘴山——

完善改造配套措施

吉林省西部松嫩平原盐碱地是东北苏打盐

碱地的集中分布区，地处松嫩平原腹地的白城

市是这类盐碱地的典型区域之一。党的十八大

以来，白城市抓住吉林省实施河湖连通工程等

机遇，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途径，取得积极进

展。2014 年至 2023 年，白城市实施盐碱地治

理项目 66 个，建设规模共计 49.6 万亩，新增

耕地面积 33.79 万亩、增加粮食产量 12.5 亿斤。

“治碱改地”涉及土地整理、土壤改良、

适地良种、配套水利等诸多方面和细微环节，

治理过程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已经成为

普遍共识。2023 年，白城市政协围绕“盐碱

地综合利用”召开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积

极助推粮食增产，委员们以 《大力支持农业基

础建设，持续开展科技增粮》《关于推进白城

市盐碱地综合利用工作的几点建议》 为题在常

委会会议上开展专题议政，形成了 9 个方面 10

项议政建议报党委政府参考。围绕保护性耕作

和盐碱地治理开展多次调查研究，从“强化统

筹协调、拓宽投入渠道、坚持建管并重、实施

人才战略”等方面提出了专业性建议，得到政

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

“盐碱地综合利用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土

地资源开发、配套水利工程建设、生态环境保护、

资金筹措、后续工程管护、相关体制机制等多个

方面，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强化规划引领、加快构

建新时期盐碱地综合利用的工作格局和政策体

系。”为此，白城市政协组织白城市吉林省政协委

员连续数年在省政协全会期间提交《关于加快推

进吉林省盐碱地治理和利用的几点建议》《关于

进一步加强吉林省黑土地保护和利用的建议》

《水肥一体化技术优势不断显现，但仍有两方面

问题值得关注》等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得到吉

林省政府主要领导重视并作出批示。

“改地适种”之外，“改种适地”也在同步

进行。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研究燕麦育种，探究

由治理盐碱地适应作物向选育耐盐碱植物适应

盐碱地转变。”白城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农业

科学院院长任长忠在白城这片盐碱地坚守 30

多年，带领团队着力选育耐贫瘠、耐盐碱的

“白燕”系列燕麦品种。如今，团队已取得 50

多项科研成果，白城市域内外 28 万亩的盐碱

地种上了他们培育的燕麦品种。

“ 依 靠 种 植 燕 麦 等 耐 盐 碱 作 物 治 理 盐 碱

地，需要市场驱动、产业拉动和消费带动。”

任长忠说，单纯销售燕麦米，模式单一，盈利

有限，只有通过不断做大做强产业链后端，瞄

准高附加值产品加工，挖掘、提升燕麦及相关

产品的产业效益，才能更好地调动、引导农民

种植燕麦，进而改良利用盐碱地。

吉林白城——

“治碱改地”步履不停

“亩产 511.88 公斤！”近日，在山东省东营

市垦利区黄河口镇前进村，专家对耐盐碱小麦

品 种 “ 济 麦 60” 示 范 田 测 产 验 收 结 果 显 示 ，

这片平均盐碱度 3.3‰的盐碱地里的小麦，亩

产成功突破千斤，成为山东盐碱地小麦高产典

型。

“‘济麦 60’具有抗倒伏能力强、结实

性好、耐盐碱等特点，适合在中度盐碱地大

范 围 种 植 。” 山 东 省 农 科 院 作 物 所 研 究 员 、

“济麦 60”育成人曹新有告诉记者，自 2022

年通过国家审定后，该品种便开始在黄河三

角 洲 盐 碱 地 区 试 种 ， 目 前 全 省 秋 播 面 积 有

11.6 万亩。

东营市有盐碱地 341 万亩，占山东省盐碱

地 面 积 的 38.2%。 这 些 泛 着 斑 白 盐 渍 的 盐 碱

地，曾是荒凉贫瘠的不毛之地，也是农民心里

纠结的“问题地”——种了会赔钱，不种荒着

又可惜。

如何让盐碱地破“碱”重生、创出高产，

不仅是农民的梦想，也是政协委员的梦想。

东营市政协委员刘志鑫是一名大豆育种工

作者，来自黄三角农高区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

创 新 中 心 。“ 建 议 加 快 部 署 建 设 重 大 科 研 平

台，尽快出台非主要农作物认定办法，以地块

和区域为单元整合各路项目资金，创新农业领

域 重 大 科 技 项 目 组 织 管 理 模 式 。” 在 省 政 协

“黄 河 三 角 洲 盐 碱 地 综 合 开 发 利 用 ” 协 商 会

上，刘志鑫聚焦盐碱地综合利用科技创新作了

重点发言。他和他的团队总结出的一套“以盐

适种、生态优先、用养结合、提质增效”的可

复制可推广的盐碱地综合利用模式，得到了与

会人士的高度评价。

盐碱地是工业建设的预留地、生态环境保

护的涵养地、特色农业种植的开荒地。为总结

归纳好全市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的一些可复制

可推广的典型案例，充分挖掘盐碱地价值，进

一步释放土地资源价值，有效助力全市乡村振

兴建设，东营市政协将“黄河三角洲盐碱地综

合开发利用”列入首次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

议，围绕做好顶层设计规划、提高科技创新

力、挖掘粮食增产潜力、促进高效生态利用等

方面开展协商。

现在，刘志鑫关心关注的问题已然从“希

望”照进“现实”：全国首个耐盐碱植物育种

加速器落户农高区，2023 首届盐碱地技术创

新大会在农高区召开，盐碱地国创中心揭牌成

立 ， 2023 盐 碱 地 特 色 农 业 发 展 会 议 成 功 举

办，118 家高校院所、企业参加盐碱地特色农

业成果展……

山东东营——

让“破碱”经验遍地开花

① 近年来，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挖掘盐

碱地开发利用潜力，广泛运用大棚种植技术，

全面推广“生态化、标准化、产业化”种植模

式，打造“盐碱地+特色农业种植”，让昔日

的盐碱滩成为粮仓、果园和菜园。图为盐山县

盐山镇段庄村内的果蔬种植棚。

② 农民在盐山镇一处果蔬种植棚内采摘

西红柿。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问题。“自治区改造投入主要依靠国家项目，

因缺少后续维护资金，治理成效易反弹。此

外，受项目资金和合规性限制，盐碱地改良项

目布局分散，难以系统性解决灌排等问题，项

目效果欠佳。”

自治区政协委员茹小侠也表示，按照自治

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实际投入需求测算，亩均投

资在 3000 元以上，但由于当地财政薄弱，县

（区） 配套能力不足，中央和自治区资金合计

亩均投入约 1200 元。“仅能够满足农田水利设

施建设，但在土壤改良、耕地地力提升等方面

投入严重不足。”

为此，他们建议宁夏继续争取国家高标准

农田建设、耕地保护、生态修复、盐碱地改造

利用等项目资金，用足用活耕地保护政策，缓

解经费困难。同时，探索新增耕地指标、产

能、水权跨区域交易，所得资金用于盐碱地改

造。完善土地流转机制，调动农户和土地经营

者积极性，解决盐碱地改造后续投入问题。

对于备受关注的盐碱地改良技术创新，自

治区政协委员陈红缨建议利用工业固废改良盐

碱地，让粉煤灰变废为宝助力盐碱地改良。据

了解，近年来，宁夏粉煤灰、炉渣、煤矸石及

煤泥、冶炼废渣等大宗工业固废产出量大幅增

加，但因房地产、交通运输等基建领域投资放

缓，这些工业固体废物难以处理。“该项目技

术的应用既推动了我区粉煤灰大宗固废规模

化、高值化消纳技术的进步，又推动了盐碱地

改良技术的创新发展，实现了低成本、高效改

良，何乐而不为呢？”陈红缨说。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