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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畔，银装素裹。三江平原的黑土

地上，不少农民已经忙碌起来。从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城区出发，沿着“三江平原百公里绿

色稻米长廊”东行，最先进入的是桦川县。在

桦川县双兴村，几台抛撒车隆隆驶过，身后扬

起滚滚“烟雾”，走近一看，是一车车有机肥料

正被均匀地扬撒向地面。

“有机肥可以提高地温、活化养分、增厚

黑土、培肥地力。”桦川县玉成现代农机专业

合作社总经理赵德山介绍，合作社 1.2 万亩地

全部使用有机肥，完成绿色有机认证。

桦川县北倚松花江，南枕完达山。近年

来，当地综合农艺生物措施，推动改造修复工

程，建立多种长效机制，多措并举护好管好黑

土地。“去年，全县总耕地面积 210 万亩，其中

绿色种植面积达 110 万亩，高标准农田 80 余万

亩。”桦川县农业事业发展中心主任陈国玉说。

技术升级，省肥省药

“ 这 块 田 里 能‘ 长 ’出 一 桌 子 的 荤 菜 素

菜！”赵德山介绍，合作社有鸭稻、蟹稻、虾稻、

鱼稻多种种养结合耕地，今年面积将达 4000
亩，“鱼苗吃虫除草，田里还有防虫灯，全年都

不需要喷洒农药、除草剂。”

一沓测土配方施肥建议卡、一摞农事工

作手册，记录着眼前这块土地“一增一减”的

变化。“卡上的建议施肥总量逐年下降，但一

算亩产，却是年年在涨。”赵德山说，“5 年来，

肥料亩均使用量减少 20 多斤。黑土地增了肥

力，我们省了肥料。”

目前，黑龙江全省主栽作物测土配方施

肥技术基本实现全覆盖，稻渔综合种养面积

稳定在 100 万亩以上。“约每 150 亩地取一份

样本，我们对全县耕地取样测土配方，然后发

放施肥建议卡。”桦川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

任杨忠生介绍，通过分析各地块中氮磷钾等

元素含量，让农户做到缺啥补啥，定制“营养

餐”肥料。

黑土地“增肥”背后，离不开保护性耕作

模式的推广。大马力收割机、秸秆粉碎抛撒

机、免耕播种机……走进农机库，赵德山向记

者介绍起新购入的大农机：“2015 年合作社被

纳入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项目后，在农技推

广中心的支持下，全部耕地均采用秸秆粉碎

抛撒等保护性耕作模式。”

2022 年 ，黑 龙 江 省 保 护 性 耕 作 面 积 超

2550 万亩。根据不同土壤类型和积温带，全

省因地制宜推广以秸秆还田为核心的黑土地

保护旱田“龙江模式”和水田“三江模式”，两

种模式均被列为全国黑土地保护主推技术

模式。

再次走进合作社的千亩无人农场，空中

田间都有了新变化。耕地上，纵横架设着水

肥一体化管道系统，一键启动后，肥液与灌溉

水精准配比，直达作物，每亩地节水三至四

成，省去近 20 斤肥料。

“如今，用来施肥的无人机也用上了新型

微生物菌肥代替化肥，不仅减少污染，还能改

善土壤物理性状，培肥地力。”赵德山说，“我

们应用了不少新技术、新配方，这离不开各级

专家的指导。”

2022 年，黑龙江省开始有序推进这样的

微生物菌剂示范推广项目，已在 70 个县（市、

区）落实微生物菌剂推广面积 538.4 万亩。

良田改造，节水固土

汽车驶进桦川县新胜村村民王大江的千

余 亩 耕 地 ，仿 佛 穿 梭 在 白 底 黑 格 的 棋 盘 中

间。地块方正平整，田间设有小型气象站、病

虫害监测站。

“前年政府给建成了高标准农田，农田大

了、平整了。”改造期间，王大江时不时来现场

观摩，他发现，表层营养土被归整到一旁后，

推土机开始进行平地作业，施工结束后，营养

土被层层铺回田间，通过这样的土壤剥离利

用技术，确保农田有机物质、微生物、营养物

质得到最大保护。

碎 块 田 连 成 网 格 田 ，沟 渠 桥 涵 通 连 其

间。“黑龙江已累计建成旱涝保收、稳产高产

的高标准农田超过 1 亿亩。高标准农田建成

后，亩均粮食产能可增加 10%至 20%。”黑龙江

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处长窦洪波

介绍。

2017 年以来，桦川县水务局推进渠道防

渗衬砌、配套田间建筑物等工程措施，年节约

水量达到 3500 余万立方米，农田灌溉水有效

利用系数大大提高。

“两三年前，一下雨，沟里的水夹泥带土

向下游冲，沟也越冲越大了。”在新胜村上游，

团结村村民陈文书道出原因。之前，他家地

里的那条侵蚀沟不仅让耕地支离破碎，雨天

还造成大量水土流失，“但近几年，土沟子被

铺上石网，像是一条小河，稳固多了，土壤不

‘跑’了。”

“综合工程和林草措施，我们从上游入

手，先上后下，沟坡同治。2022 年，全县累计

完成侵蚀沟治理 282 条。”桦川县水务局局长

石立恒介绍。2021 年以来，黑龙江已治理侵

蚀沟 1.08 万条；到 2025 年底前，全省计划完成

2.53 万条侵蚀沟治理任务。

智慧农田建设，也让田间管理做到对症

下药，精准提效。“以往，不论有没有病虫害，

村民们每年至少也要打 3 遍药。如今，黑土

地‘没病就不吃药’，一年打一两遍就行。”杨

忠生解释，数据分析来自县农业智慧指挥中

心 平 台 ，基 础 数 据 源 自 全 县 51 座 田 间 气 象

站、34 个病虫害监测站点、30 架农业溯源监

控设施的实时监测，“通过收集墒情、气象、

病虫害数据，辅以卫星遥感数据，做到智能

化分析、预测用肥用药需求，辅助农民高效

开展田间管理。”

目前，黑龙江建成农作物病虫疫情监测

点 4000 个，已建成覆盖全省的病虫疫情在线

监测网络体系。

机制优化，防控污染

小货车停在梨树村村级回收站门前，村

民孙振华送来从村里收集的小半车农药瓶。

打开台账，回收站负责人朱立成介绍：“农药

瓶县里按每个 1 角钱回收，包装袋、桶、罐都有

偿回收。”

朱立成将回收物清洗、风干后，村级回收

站内的这些废弃物将被运往专业的无害化处

理工厂，制作成再生产品。

桦川县印发《桦川县农药废弃包装回收

处置实施方案》，县财政设立回收处置资金，

建设 135 座回收站点，形成县、镇、村三级网格

化全覆盖的回收体系。2022 年全县农药废弃

包装回收率达 85%以上，处置率达到 100%。

黑龙江把黑土地保护纳入粮食安全责任

制、乡村振兴实绩和市（地）级考核重要内容，

全面推行田长制，建立七级田长责任体系。

目前共落实各级田长 338 万余人，形成全领

域、全要素、全覆盖的黑土耕地保护态势。“近

两年，制度激励、巡田管护双管齐下，田间地

头很难再发现废弃物了。”梨树村田长王勇介

绍，自己每周都会进行至少 3 次巡田，发现废

弃物丢弃、秸秆焚烧、非法侵占等行为，会第

一时间制止、上报，甚至追责。

眼下，正是宣传培训的好时机。“过几天，

农科院专家有直播，讲可降解农膜地膜的优

势，记得看看。”拿着宣传单，王勇讲政策、说

利弊，普及黑土地保护的知识理念。这是他

作为村级田长的重要工作内容。不仅要通过

微信公众号、村内广播等形式宣传，走街串户

也是常态，“现在大家都逐渐意识到，学好用

好‘黑科技’，才能护好黑土地，守住咱们的

‘金山银山’。”

保护修复齐发力，技术理念双提升，黑龙江佳木斯桦川县—

科技来助力 护好管好黑土地
本报记者 张艺开

核心阅读

黑土地是珍稀的土地资
源。近年来，黑龙江省佳木斯
市桦川县大力推广保护性耕
作模式，运用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架设水肥一体化管道系
统，建设高标准农田，并通过
线上线下、田间地头多种形式
的宣传，普及黑土地保护的知
识理念，让黑土地增肥添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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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低温时仍然能开花，
有的植物进化出了类似温室的
结构，有的植物在体内产生抗冻
蛋白，体现了植物对生存环境的
适应

■把自然讲给你听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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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 月 30 日电 （记者寇

江泽）日前，生态环境部办公厅、水利

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

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指导各地贯彻落实实

施意见，全面推进排污口排查、监测、溯

源、整治及监督管理各项任务。

“入河入海排污口是流域、海域生

态环境保护的重要节点。加强和规范

排污口监督管理对改善水生态环境质

量，保护和建设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具

有重要作用。”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

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该负责人介绍，《通知》在实施意

见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排污口排查整

治的分年度目标任务，要求 2023 年底

前，完成流域干流及重要支流（水体）、

重点湖泊、重点海湾排污口排查，完成

80%溯源和 30%整治任务；2024 年底

前，基本完成上述排污口溯源，完成

70%整治任务；2025 年底前，全面完成

实施意见要求的各项目标任务。

同时，《通知》明确流域干流及重

要支流（水体）、重点湖泊、重点海湾范

围，要求长江、黄河、渤海等试点地区，

在原有工作范围基础上进一步拓展，

实现行政区域全覆盖。

《通知》要求，各省份抓紧制定贯

彻落实实施意见工作方案，并指导督

促地市级人民政府制定实施方案，组

织开展排污口排查、监测、溯源、整治

及监管等各项工作。《通知》提出，各流

域（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要细化明确入河排污口设置

审批权限范围和具体边界，属地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确定

本行政区域内分级审批权限。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省级生

态环境部门审批的建设项目、存在市际争议的入河排污口设

置，原则上由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审批。各级生态环境部

门要将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纳入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通知》强调，加强排污口事中事后监管，压实各方责

任，形成监管合力。“地方生态环境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通

过核发排污许可证等措施，依法明确排污口责任主体自行

监测、信息公开等要求。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

河湖长制、水污染防治联防联控机制以及地方水污染防治

相关工作机制作用，统筹开展相关工作。”生态环境部水生

态环境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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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月 30日电 （记者邱超奕）记者日前从应急

管理部获悉：中央冬春救助资金已于春节前全部发放到位，

帮助 3200 万名受灾困难群众度过了一个温暖祥和的新春

佳节。

据介绍，2022 年，我国多地遭受地震、洪涝、干旱灾害，

部分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受到影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于

去年 12 月向 24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 1714
个县级单位下拨 54.76 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好受灾困难

群众基本生活。除了中央财政支持外，湖北、贵州、河北等

18 个省份也同步安排省级资金共 3.3 亿元，四川、云南等省

份还调拨 65 万余件价值共 7886 万元的棉衣被等物资，及时

发放到受灾困难群众手中。

当前，低温雨雪天气仍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给部分群

众取暖和生活带来困难，应急管理部要求各地应急管理部

门持续加大救灾救助工作力度，千方百计保障好受灾群众

基本生活，确保温暖过冬。

中央冬春救助资金全部发放到位

累计帮助3200万名受灾群众温暖过冬

本报北京 1月 30日电 （记者王浩）近日，水利部印发

《金沙江流域 2023 年度水量调度计划》，这是水利部首次批

复金沙江流域年度水量调度计划。

调度计划将对省际和流域用水影响较大的乌东德、白

鹤滩、溪洛渡、向家坝、两河口、二滩水库等 36 座主要水利

水电工程纳入统一调度，确定了青海、西藏、四川、云南、贵

州等 5 省份 2023 年度供水计划、9 个控制断面年度计划下

泄流量过程、55 个断面最小下泄流量或生态流量控制指标

和 20 座主要水库年度水量调度计划，提出了调度权限、调

度预警、信息报送与共享、监督考核等管理要求。

下一步，水利部将组织长江水利委员会等有关单位，统筹

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任务及流域内用水和跨流域调

水，积极开展干支流统一调度，充分发挥水资源综合利用效

益，维护河湖健康和良好生态环境，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金沙江流域年度水量调度计划首次批复
36座主要水利水电工程纳入统一调度

梅花、冬樱花、杜鹃花……哪怕是冰天雪地，也有

植物开花。都说春暖花开，可是冰天雪地中为何也有

植物开花？

植物开花、展叶、结实等，都是对其生存环境的适

应。在自然界，植物开花的目的是繁衍，实现自身基因

的延续。在恰当的时节开花，能保证获得更大的生存

优势。冬天开花的植物，也遵循这条规律。

梅花等植物冬季开花是对温度的一种适应，它们

早开花、早结实，可以避开夏季的酷暑。春夏秋季，温

度较高，昆虫、鸟类等动物较为活跃，更容易帮助植物

完成花粉传播。然而，研究发现，即便是冬天，依然有

蜂类、蛾类等传粉动物在活动，虽然这些动物数量相比

春天、夏天要少，但此时开花的植物也少，冬季开花的

植物得以躲开激烈的传粉竞争，成功实现繁衍。

事实上，在寒冷环境下开花，不是梅花等冬季开花

植物的“专利”。在高海拔地区，雪莲、绿绒蒿、杜鹃等

高山植物也能在冰天雪地中开花。这些植物在高山低

温下开花需要有一套特殊的适应本领：由于常年低温，

它们不得不进化出类似温室的结构，让花朵减少被冻

坏的概率，实现种群延续。此外，通过增加不饱和脂肪

酸和可溶性糖等物质的含量或者诱导低温抗冻蛋白，

也可以避免细胞膜结构损伤和代谢紊乱。

冰天雪地，植物也可以开花，但并不能说越冷越

好。实际上，不管是冬天开花的植物，还是高寒地区开

花的植物，开花时节都存在另一条规律：往往是在初冬

或者冬末气温略微回升时，几乎没有哪种植物的花朵

在深冬时节盛开。其实，类似梅花、腊梅这些冬季开花

的植物，遇到极端低温也无法顺利开花。并且，梅花、

腊梅等植物为了防止冻伤，还进化出了先开花后展叶

的特长，尽可能避免受到低温伤害，因为叶片的耐寒性

不如花朵。

我们在北方可以看到的冬天开花的梅花、腊梅等

植物，其实也是起源于冬天温度相对更高的南方地

区。只是随着人类活动，一些更加耐寒的品种逐渐被

引入北方。为了研究植物开花机制，科学家已经探索

了上百年。开花时间反映了植物对外界环境的一种适

应。温度和日照长度是影响植物在不同季节开花的主

要环境因素，有些植物需要经历低温过程才会开花。

研究发现，植物能通过感应温度、日照长度等环境信号

的季节变化，在体内产生一种叫“成花素”的蛋白，从而

诱导植物进行花芽分化和开花。

随着对植物开花调控机制认识的深入，如今我们

可以通过调控生长环境、喷施植物激素等方法让植物

在特定时间开花，甚至通过分子筛选等手段，不断选育

出能在冬天开花的新品种。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本报

记者杨文明采访整理）

图①：毡毛雪莲。

图②：雪层杜鹃。

图③：全缘叶绿绒蒿。

以上图片均为牛洋摄（人民视觉）

本报沈阳 1月 30日电 （记者辛阳）日前，辽宁省辽河

流域（浑太水系）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

2021 年 40 个工程项目全部完成省级年度验收，总计完成生

态修复面积 13.35 万亩。修复后，水源涵养能力有了明显提

高，区域地质灾害防治取得较好成效，局部水环境得到改

善，生物多样性有了较大提高。

2022 年，辽宁启动“绿满辽宁”工程项目，工程涉及六

大类 19 个项目，总投资 155.6 亿元。其重点工作是完成辽

河流域（浑太水系）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

以及建设省级绿色矿山、治理恢复历史遗留废弃矿山、完成

修复海岸线和修复滨海湿地等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前，将

完成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面积 130.76 万

亩，完成修复海岸线 15 公里和滨海湿地 2.7 万亩；2024 年年

底前，可实现新增绿色矿山 300 家，完成绿化扩面提质和辽

西北防沙治沙固土 904.5 万亩；2025 年年底前，可恢复废弃

矿山面积 11.5 万亩。

推进“绿满辽宁”工程项目

辽宁完成生态修复超13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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