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跟盐碱斗了一辈子，81 岁的赵根德从今

年开始不种地了。开春以来，除了到地头看

看、合作社里瞧瞧，剩下的事情就是在自家

小院里拾掇几垄瓜菜。

院外，沿着宽敞的机耕道和顺畅的沟渠

走去，映入眼帘的是一派繁忙的春耕景象

——大型播种机在农田内往复作业，运送农

资的货车在田间道路行驶，滴灌机器发出低

沉的轰鸣，春风轻柔，生机勃发。

“种了一辈子地，闲下来还真有些不适

应。”赵根德说，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杭

锦后旗二道桥镇庆丰村曾被称为“庆丰滩”，

这里东西长、南北窄，土地盐碱化严重，谚语

这样说：“有长没宽，全是碱滩。”他回忆，到

了春天返碱的时候，村里的皮匠会挖碱用，

“一铲子下去，没有土，全是白花花的碱。”

古人说：“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庆丰

村所在的巴彦淖尔市河套灌区，从秦汉开

始，已有 2000 多年的引黄灌溉历史。不过，

黄河水流入田地后，也带来了土地盐碱化的

问题。

围 绕 土 地 去 盐 碱 化 ，赵 根 德 一 家 三 代

人，打了四场仗。

第一场仗——

建设排水设施，盐碱
情况好转

“上世纪 60 年代的时候，村里组织我们

去挖‘二黄河’。为了不耽误农活只能冬天

挖，几万人没日没夜地干。”

赵根德说的“二黄河”，就是河套灌区的

总干渠，是河套灌区灌溉输水的大动脉。在

此之前，河套灌区采用无坝自流引黄河水灌

溉，水大成涝，水小则旱，丰枯全凭自然。

1967 年，横跨巴彦淖尔东西 230 余公里

的总干渠全线完工，黄河水终于通过总干渠

在河套灌区实现了可控调节和全域覆盖。

“‘二黄河’挖成以后，开荒浇地都方便

多了，不少荒地、草甸都成了田地。”赵根德

说。可伴随不断增多的耕地而来的，是地里

的盐碱。

当时河套灌区灌溉系统和排水系统的

建设没有同步，引黄灌溉的水无法排出，全

部 渗 入 地 下 ，地 下 水 位 升 高 ，盐 碱 逐 年 累

积。“当时不知道咋回事，只能多浇水，把碱

压下去。结果第二年碱更大了，只能再浇

水。”赵根德回忆。

村民们想了不少办法：水下不去，种不

成麦子，那就种水稻；地里碱大，那就种红柳

吸碱。但水稻的收成一直不好，只尝试了两

年就放弃了；红柳的根系发达，靠近红柳的

土地几乎没什么收成。

盐碱因水而来，也要随水而去。1975 年

10 月，巴彦淖尔作出开挖排水设施总排干和

十大排干的决定。

赵根德记得，当时挖总排干的工地上比

之前挖总干渠的时候更加热闹，“汽车、拖拉

机、链轨车，各种机械多了不少。”

那时候，赵根德的儿子赵林东 10 岁，每

天跟着妈妈到工地上送饭，“当时听大人们

讲，等总排干挖好了，就能少受盐碱的苦了。”

两个多月，15 万人出动，仅总排干就挖

出了 1150 多万立方米土方。自此，黄河水通

过总干渠，由斗渠、农渠、毛渠，层层分散灌

入农田，再经由层层排干，汇入总排干，最终

注入乌梁素海。

盐碱化总体好转，却未见根治。在这场

此消彼长的拉锯战之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开始实施了。

赵根德一家人均分了 5 亩土地，加上陆

续开垦荒地，家里的耕地面积达到 50 亩，主

要种植小麦、玉米、葵花。可种了半辈子地，

赵根德除了更加勤奋地耕种、施肥、除草，实

在想不到还有什么办法提高产量。为了增

加收入，他还学会了开拖拉机，赚点外快。

这个时候，初中没毕业就回家种地的赵

林东，也开始跟着父亲开拖拉机。他心里一

直在琢磨：“靠老法子种地，出路不大。”于

是，思路活泛的赵林东，趁着农闲经常去镇

上的新华书店。白天在书店看书抄书，晚上

就回家复习思考，用过的笔记本前前后后装

满了一个小箱子。

对于儿子的行为，赵根德一开始没太想

明白：“这孩子聪明，爱琢磨，是不是还想继

续念书？”

但是当赵根德看到儿子笔记本上密密

麻麻写着“灌溉”“化肥”“农药”“经济作物”

时，他明白了，自己用双手种地，儿子是想用

脑子种地。

一个夜晚，在昏黄的灯光下，赵林东跟父

亲讲着自己对种地的看法。他讲到了中低产

田改造，讲到了节水农业，讲到了盐碱化治

理。赵根德听着这些新名词，看着儿子满脸兴

奋的样子，半晌没说话。最后，他盯着儿子发

光的眼睛说：“种地这个事，以后我听你的。”

第二场仗——

改造中低产田，减少
用水总量

在庆丰村，赵林东“有名头”的地方是两

个，一是爱看书，二是爱跑。

为了学习中低产田改造的先进经验，赵

林东去了不少地方观摩学习。他印象最深

的是位于乌兰布和沙漠东北边缘的太阳庙

农场：“我之前一直听说，那里的人在沙漠里

种地，收成还不错。我当时想着，沙漠都能

高产，盐碱地为啥不能变成高产田？”

直到今天，赵林东还清晰记得自己第一

次看到大型耕地机时的场景。

机 器 刚 一 停 下 ，他 就 跑 去 和 司 机 套 近

乎。“兄弟，我看你这个机器，一天至少能耕

200 亩 地 吧 ？”司 机 瞥 了 赵 林 东 一 眼 ，“200
亩？至少 300 亩！这几天每天都是 400 亩。”

在这里，赵林东还第一次见到滴灌设备，“感

觉人家种地就像养花一样，精雕细琢，有了

技术就能省时省力、省水省肥。”此外，平整

的田间道路、发达的沟渠设施，都给赵林东

留下了深刻印象。

回到庆丰村，赵林东五味杂陈。没多久，

村里召开村民大会，赵林东在会上发言：“像

人家那样种地才有意思，咱们得改造土地。”

中低产田改造，村民们都知道好，可到

底改成啥样子，谁也说不准。

2003 年，杭锦后旗在全旗范围内开展了

以节水为主要方向的中低产田改造项目。

世世代代用黄河水，庆丰村的村民此前从未

想过节水这回事。杭锦后旗耕地质量保护

中心副主任闫计成当时就在庆丰村负责推

动该项目，他做得最多的就是给村民们普及

节水知识，“节水的目的是提高水资源利用

效率，减少用水总量，还可以控制地下水水

位，有助于治理盐碱化。”

在庆丰村，中低产田改造项目涉及土地

8000 亩。“改造内容主要是疏通了淤积的沟

渠，开挖了一批新渠，建设翻新了一批机耕

路和生产路，小规模尝试了滴灌技术。”闫计

成介绍。那一年，土地收成多了，村民们的

收入增加了不少。

针对土地盐碱化，这次的中低产田改造

项目采用了施入磷石膏或脱硫石膏、掺沙降

低土壤容重、施用有机肥等措施，取得明显

成效，也验证了这些农技方法的可行性。

然而，让赵林东遗憾的是，这次中低产

田改造，反而让他离大规模机械种植的梦想

更远了。

在同等平整度的情况下，小块田比大块

田更节水。因此，在节水为主的思路下，许多

村民自发实施了“平地缩块”，把原有大块的

田地分割成一两亩的小块。“用水量是下来

了，但是这样一来，大型机械更进不去了。”赵

林东看着“缩块”后的田地，皱紧了眉头。

第三场仗——

建高标准农田，提高
耕地质量

2012年初秋，杭锦后旗下了一场大雨，两

三天之内，降水量达到往年一年的水平。庆丰

村北边团结镇的葵花田，这回就被淹了不少。

赵林东有个远房亲戚就在遭灾的村，第

二年过节走亲戚时说起这件事，赵林东问：

“去年的收成是不是不太好？”没想到亲戚

说：“收成比往年还好，结的葵花籽又大又

亮，可卖了个好价钱。”

原来，自 2012 年开始，杭锦后旗推行高

标准农田建设。闫计成说，主要做法就是打

破农户的承包界、地块界、沟渠路布局，统一

开挖沟渠、修整道路、植树造林、平整土地、

划分地块，推行“一户一田”方案，将土地重

新分配经营，实现“田、水、路、林、电、技、管”

综合配套。

赵林东亲戚家的地经历了这次改造，排

水效率极高，不仅自涝没持续几天，反而因

为水分充足获得了丰收。反观隔壁村，一些

村民听说这次改造要重新分配土地，打起了

自己的小算盘，担心分不到好地。一来二

去，项目就拖着没实施。洪灾来了，沟渠不

畅，水困在小块的田地里排不出去，不少农

田严重减产。

2015 年 ，赵 林 东 当 选 庆 丰 村 党 支 部 书

记。上任后，他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各家各户

之间，介绍土地改造的好处，还组织村民前

往已经完成改造的村参观。

此时的闫计成又一次回到这里，负责推动

项目实施。他记得，当时推行项目困难重重，

有一个村阻力极大，20天连着开了 19次会，量

地的绳子被村民破坏了 18根。“我们当时有一

个原则，实施项目积极性高的村优先立项，不

能按规划实施的不予立项。”在不少村子还在

犹豫不决时，赵林东已经主动找上了门。

2020 年，庆丰村高标准农田项目正式启

动，涉及面积 9800 亩，总投资 1200 万元。经

过一年的建设，庆丰村形成了“田成方、林成

网、渠相通、路相连、旱有灌、涝能排、渍能

降”的新格局。

赵林东家的地原本有十几块，最大的不

到 5 亩 ，最 小 的 只 有 几 分 ，当 地 话 叫“ 花 花

田”，灌溉成本每亩约为 40 元。“现在我家的

地整合成了几大块，每亩灌溉费用只要 10
元。”赵林东说，此前，庆丰村每年秋天浇水

需要 40 天左右，改造后的渠道实现了衬砌，

全村耕地只用一周时间就浇完了。

项 目 实 施 后 第 一 年 ，庆 丰 村 亩 均 增 产

10%，亩均年用水节约 60 立方米，土地流转

费由每亩 250 元提高到每亩 800 元，农民收

入大幅提高。

这次改造后，赵林东终于用上了他梦寐以

求的大型农用机械和滴灌设备。2021 年，赵

林东把家里的 50亩土地流转给了杭锦后旗隆

正农牧业专业合作社，合作社负责人方军说：

“经过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质量明显提升，具

备了发展设施农业和有机农业的条件。”

眼下，赵林东的儿子赵金正在这家合作

社工作。2011 年毕业的赵金，兜兜转转了几

年，2019 年来到隆正农牧业专业合作社：“我

想在这里学习管理技术，积累经验，计划下

一步发展规模化种植，打造属于自己的农产

品品牌。”

第四场仗——

瞄准精细管理，节水
增产增收

打交道这些年，闫计成和赵金一家已经

成了朋友。最近，他经常和赵金交流关于高

标准农田建设的看法。赵金的想法他很赞

同：“通过建设更完备的农田设施，实现土壤

和水的良性循环，一定能为盐碱化土地找到

更好的出路。”

赵金的想法并非毫无依据。2019 年至

2021 年，巴彦淖尔市累计实施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 199.69 万亩，取得了节水、增地、增

产、增效等一系列成效。如今，“吨粮田”占

巴彦淖尔全市粮食种植面积的 1/3，耕地质

量由 6.03 等提高至 5.96 等。

下 一 步 怎 么 办 ？ 赵 金 有 自 己 的 想 法 ：

“耕地是有限的，想要增产增收，就要不断提

高精细化管理水平。”

2021 年，赵金参与了隆正农牧业专业合

作社 3000 亩有机农业土地改造项目。“政府

直接派人把有机肥拉到地里。施肥完成后，

土地黑黝黝的。爷爷对我说，咱们家三代

人，从来没种过这么好的地。”

“手机功能越来越多，以后为啥不能用

手机种地？”在赵金看来，随着农业科技的进

一步发展，未来，种地会更加智能。

在杭锦后旗，赵金的想法正慢慢变为现

实。庆丰村北面的蛮会镇，温室大棚可以根

据温度、风力、湿度等数据自动调节生产，农

民坐在家里就可以远程监控棚内情况。随

着 5G、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在农业领域的

逐步应用，杭锦后旗正积极探索无人化、智

能化、自动化的农业生产。

除了琢磨怎么种地，赵金还起了新的心

思。“整个河套灌区，水从黄河而来，最终都

流进了乌梁素海，这里面可能有不少化肥农

药残留。”他打定主意，自家的地，要把对生

态环境的伤害降到最低。

有 了 心 思 就 多 了 考 量 。 今 年 年 初 ，几

个村民来到村委会大院找赵林东办理农机

补贴的手续，赵金一看单子——“移动式黄

河 水 直 滤 水 肥 一 体 化 农 业 灌 溉 技 术 装

备”。仔细询问才知道，与传统的灌溉方式

相比，这款设备可实现平均节水 60%、节肥

30%、节药 30%。“等买回来看看效果，好的

话，我也要推荐合作社用上。”赵金心里盘

算着。

儿子和孙子天天忙活在田间地头，赵根

德歇了下来，虽然不种地了，心里却总放不

下农活。赵金闲的时候，会陪爷爷到田间地

头和合作社里走一走、看一看。

前 几 年 ，赵 家 的 老 房 子 按 计 划 要 被 拆

除。拆房之前，赵根德特意把老房里的一柄

铁锹拿了出来，这是当年开挖总排干时自己

用过的。

夕阳西下，赵根德拄着铁锹看着自家的

老房。不远处，一台拖拉机拉着激光平地机

隆隆驶过。

那夜，赵根德喝了几两酒，做了一个梦

——庆丰村的土地再也见不到白花花的盐

碱。赵金抱着闺女，兴冲冲地跑过来和他

说：“爷爷，咱家地产量翻番了。”

上图：大型收割机收割小麦。

刘柏玉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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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为了多出粮食，赵根德一家三代与盐碱地打了四场仗

千古河套建良田
本报记者 翟钦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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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 耕 地 是

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的根基。”

耕地是粮食生产之根，必须牢

固树立耕地保护意识，严守 18 亿亩

耕地保护红线。中国 14 亿多人口，

每天要消耗 70 万吨粮、9.8 万吨油、

192 万吨菜和 23 万吨肉。要满足如

此庞大的消费需求，18 亿亩耕地，

是红线，是战略底线，是关系国家命

脉的安全线。

今天的耕地是明天的饭碗，农

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

一方面，要坚决守住耕地数量

红线。管住耕地数量，喊口号不行，

搞变通更不行，必须扎牢耕地保护

篱笆，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

不可否认，一些地方在耕地占

补平衡上弄虚作假，搞“狸猫换太

子”；有的地方自认为有搞绿化的

“尚方宝剑”，没有湖非要占用良田

挖个湖；有的认为不用 18 亿亩那么

多，只要提高科技水平就行了。粮

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决不允许任

何人在耕地保护上搞变通、做手脚。

农田就是农田，必须管住耕地

数量，加强用途管制，实行耕地保护

党政同责。

要坚持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

优化调整农村用地布局，确定各地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任务，规范耕地占补平衡，确保可以长期稳定利用

的耕地总量不再减少。

另一方面，要坚决守住耕地质量红线。提升耕地质量，

要坚持系统观念，加强顶层规划，因地制宜，统筹生态建设，

稳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产得出、供得上、供

得优。

农田必须是良田，必须不断提升耕地质量，提高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

突出抓好耕地保护和地力提升，多措并举提升粮食生

产的质量和效益，我们端牢饭碗的底气就更足。目前我国

耕地质量提升已有明确的时间表，有了清晰的路径图。“十

四五”期间，以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为

重点，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

程，建成 10.75 亿亩集中连片高标准农田。根据规划，到

2025 年累计建成 10.75 亿亩并改造提升 1.05 亿亩、2030 年

累计建成 12 亿亩并改造提升 2.8 亿亩高标准农田；到 2035
年，全国高标准农田保有量和质量进一步提高。同时，我国

仍有不少中低产田，要稳步推进中低产田改造，稳定提升粮

食产能。

耕地稳，则粮食稳。我国以占世界 9%的耕地、6%的淡

水资源，养育了世界近 1/5的人口，从当年 4亿人吃不饱到今

天 14亿多人吃得好，有力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

也要看到，虽然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但大国粮仓并

非高枕无忧。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影响，世界进入动荡

变革期，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不确定风险增加。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我国粮食供求紧平衡的格局不会改变，农产品

保数量、保多样、保质量的任务会越来越重。像我国这样的

人口大国，粮食安全一定要警钟长鸣，不能轻言粮食已经过

关了，必须把耕地这个粮食生产的命根子牢牢抓在手里。

人不负耕地，耕地定不负人。实践反复证明，护住了耕

地、提升了耕地质量，我们的饭碗就端得稳、端得牢、端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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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反复证明，护住
了耕地、提升了耕地质量，
我们的饭碗就端得稳、端
得牢、端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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