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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碱之变
不毛之地变身希望的田野

黄河三角洲，是黄河入海口携带泥沙
在渤海凹陷处沉积形成的冲积平原。由
此，其中心城市东营市在诞生之初，便面
临着一个世界性难题——— 盐碱地治理。

数据显示，东营市盐碱地面积341 . 8
万亩，占全省盐碱地面积的38%，是我国乃
至世界上规模最大、利用难度最大的三角
洲型盐碱地之一。这其中，盐碱耕地面积
196万亩，占东营市耕地面积的59%。

盐碱地被称为土地的“绝症”，重度盐
碱地几乎是不毛之地。

“向盐碱地要粮食！”曾经看似不可思议
的“天方夜谭”，如今已经成为现实——— 这片
曾经贫瘠的土地，正迎来丰收的季节。

“以前这都是一片盐碱地，别说粮食
了，就连草也不长。”李瑞田指着脚下绿色
的田野说，“以往下了雨，太阳一晒，这里
白茫茫一片，都是泛上来的盐碱。”

作为省黄河三角洲农高区试验田的管
理员，52岁的李瑞田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春
天白茫茫，夏天雨汪汪，十年九不收，糠菜半
年粮。”李瑞田口中蹦出的这句民谚，道出了
昔日盐碱地上农民之难。由于土壤含盐量高，
除碱蓬等少数耐盐碱植物外，几乎寸草不生。

盐碱地既是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也是潜力巨大的后备资源。据粗略统计，
我国有15亿亩盐碱地，其中可以利用的就
有5 . 5亿亩，这其中至少有2亿亩具有改造
潜力。如何做好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这篇

“大文章”？这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
中国饭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009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黄
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提出

“支持黄河三角洲荒碱地综合治理，有计划地
对荒碱地进行开发治理及改造中低产田”，由
此吹响了向盐碱地要粮食的号角。

更大的转机发生在2015年10月。国务
院批复同意设立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示范区，这是我国第二个国家级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从诞生之初，这块总面积350平方公里
的土地就成为“希望的田野”：盐碱土壤面
积达43 . 97万亩，占总面积的80%以上；土
壤盐分含量从1‰至10‰，自西向东梯次
分布，覆盖了轻度、中度和重度三种盐碱
地类型，是滨海盐碱地的典型代表，也是
探索荒碱地治理新技术的天然试验场。

正因为盐碱地的类型极为全面，因此
“国字号”农高区肩负起破解特殊难题的
使命——— 盐碱地综合利用。

一 场 科 技 会 战 在 黄 河 口 悄 然 打
响……东营市和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示范区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向
进驻示范区的科研院所提供试验田和必
要的科研条件，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
学院等单位的科研团队纷至沓来。

向盐碱地要粮食，最难的就是如何破
解土地的盐碱化。对此，农高区创新使用
了“管道节水降盐新模式”：过去调控土壤
盐分，主要是用“深沟大壑”“大水漫灌”，
简单理解，就是用大水冲走土壤里的盐
分，这种方法不仅费水，效果也不稳定。

如今则是用“管道”代替了过去的“渠
道”，一条小沟代替了过去的10米宽深沟。

一亩地用20多方水就足够。采用这一新模
式后，农高区盐碱地土壤盐分从4‰-6‰
稳定下降到3‰以下，由中度盐碱地降为轻
度盐碱地，节约淡水38%以上。

不仅如此，这里同时进行微生物菌剂
改良土壤的推广、实施精准施肥技术，开
展农业病虫害绿色防控，推行种植制度改
革，增加植被涵养生态……

在育种的选择上，黄三角农高区正在
探索由传统的田间筛选和杂交育种，向分
子设计育种转变。

近年来，各育种团队在农高区搜集保存
了耐盐种质资源1.8万份，筛选评价了育种材
料6000余份，初步选育出37个新品系，示范推
广9.2万亩，亩增效益15%-20%。

1 . 28万亩盐碱地现代农业试验示范
基地上，相继种上了黑小麦、藜麦、大豆等
耐盐碱粮食作物和苜蓿、燕麦等耐盐碱牧
草。多条腿走路，黄三角农高区走出了一
条盐碱地生态高效农业发展的路子，昔日
的“不毛之地”变为现在的“希望之地”。

收获之丰
亩产大豆由200斤涨到800斤

对于黄三角农高区的所有农人来说，
2021年10月21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的上午，正在东营市考察的习
近平总书记来到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示范区。

农技人员介绍了示范区育种思路的
转变——— 从治理盐碱地适应植物，到选育
耐盐碱植物适应盐碱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就像发展旱
作农业，不是治理旱地，而是要推广适宜
的耐旱植物品种。”

“总书记在豆田里俯身弯腰摘下几个
豆荚，用手捻开仔细端详，然后将一颗豆
子放进嘴里咬了一下。”黄三角农高区盐
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负责人罗守
玉对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考察中，沿着大田一一走过，总书记
仔细了解，不时询问作物特性、品质、产
量、效益。“总书记对耐盐作物管理非常关
心，也非常了解。藜麦是种新作物，总书记
能准确说出它的一些特性。”罗守玉说。

“当时总书记提到，土地资源是很宝
贵的，抗盐碱作物发展起来，对提高土地
增量是很有意义的，对中国粮仓、中国饭
碗也能起到积极的保障作用。”罗守玉回

忆，在向总书记汇报时，总书记专门问起
全国农高区和盐碱地的情况，“总书记心
里一直装着粮食安全，装着中国饭碗”。

正是总书记关注的这款大豆，今年结
出累累硕果。

“今年大豆亩产可以达到800多斤！”
这样的产量是什么概念？农高区的种田大
户靳振东告诉记者，从前这片土地的大豆
产量，一亩地只有200多斤，这还是在风调
雨顺、精心护理的前提下。

“这款东航-D95大豆的品质特别好，
不仅各种营养成分高，而且特别适合做豆
浆，做出来的豆浆细腻少渣，没有豆腥
气。”靳振东站在绿色的豆田中，“豆子现
在已经可以煮着吃了，每一个豆荚里都能
有三四粒豆子，盐碱地上能种出这么好的
豆子，就连来验收产量的专家都觉得不可
思议。旁边的玉米还没熟透，却正是最好
吃的时候，煮出来又香又糯；我们种植的
黑花生收成也很好，籽粒特别饱满……”

黑小麦亩产9 0 0斤、藜麦亩产3 8 0
斤……随着一系列土壤改良技术推广应
用，昔日“十年九不收”的盐碱地逐渐展露
新颜。

未来之盼
让科技种子染绿更多盐碱地

变成了绿色之洲的黄三角农高区，正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这片
创新的绿色热土中。

天气炎热，康伯伦生态农业(山东)有
限公司董事长李圣波卷着袖子、挽着裤
腿，在金银花花圃中修剪枝桠，这片金银
花是克服重重困难从美国带回来的苗种，
每一棵，都弥足珍贵。

“今年的产量非常好，从盐碱地上种
植的金银花苗木，不仅产量能够媲美良田
种植，从功效成分上也十分优秀。”李圣波
告诉记者，实验种植的金银花、枸杞、玫瑰等
多种中药材，经过一年多生长，目前态势都十
分不错，“目前我们正在对接相关的中下游企
业，希望将这些中药材进一步开发，现在我
们已研发成功好几款金银花茶，不仅在口
感上克服了金银花开花后口感变差的问
题，保健功效方面的测试结果也很好。”

在来黄三角农高区之前，作为留学回
来的专家，李圣波手握众多中草药苗木资
源，有多种选择和机会，但是在综合考量
之后，他还是选择来到东营，在盐碱地上
播撒绿色的创业种子。

“从土地选择来说，盐碱地无疑是条
件最差的。”李圣波说，自己选择这里，意味
着选择了挑战，“打动我的，不仅是农高区招
才引智的诚意，还有农高区未来的潜力。盐碱
地是我们国家将要重点利用和开发的土地资
源，如果我带来的这些苗木资源能在盐碱地
上种植成功，那么，就能够在其他盐碱地上
推广应用，让更多盐碱地绿起来。”

盐碱地的丰收，也为更多生活在这里
的人们带来了希望和改变。

“我如今在农高区打工，一个月能收
入4000元，我老伴一个月能挣3000元，我们
家的土地流转费，一年是1.5万元。活儿不累，
钱却不少，现在的生活很好啦！”今年61岁的
孙长华，是黄三角农高区附近的农户，负责种
植农高区的作物。跟庄稼地打了半辈子交道，
孙长华觉得年纪越大，反而越“不懂”种地了。

“之前我们只能捡那些盐碱不重的地
方种庄稼，产量都很小，辛辛苦苦忙一年，
一亩小麦只能打出500斤粮。如果碰上旱
涝，那收成更少。现在这里产的粮食可不
得了，今年的小麦一亩地收了1200斤，这
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孙长华说，别说是一
些专家了，就是很多从农科院和高校来的
学生，虽然才二三十岁，却比自己这个种
了几十年地的老农民还要专业，“这些小
闺女、小伙子种地是真厉害，种啥啥丰收，
现在不相信科学可不行。”

孙长华说，随着农高区的发展，自己
一家人的生活也是越来越好，前几年还在
农高区附近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电梯房，
有暖气有空调，两个孙子一到暑假就愿意
过来玩，“这样的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

土豆圆滚滚，麦穗根根长。孙长华说，
现在农高区的庄稼，个顶个地赛着长，“土
地好不好，就看庄稼，庄稼不会跟咱说谎，
在咱农高区，盐碱地也能成良田。”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风吹过绿色的田野，红色的藜麦、绿色的
苜蓿、成片开花的玫瑰和金银花长势旺盛，共同绘成一幅丰收在望的斑斓画卷。

每一位生活在这里的农人，都知道这片绿色的价值：这是盐碱地上种出来的绿色！这片
曾经极为贫瘠的土地，如今已经成为高产的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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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圣波在试验田里修剪金银花。

农户孙长华在农高区打工，月收入4000多元。

科研人员在农高区实验室里做实验。

黄黄三三角角农农高高区区已已经经成成为为希希望望的的田田野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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