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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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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立足我国盐

碱地多、开发潜力大的实际，发挥科技创新

的关键作用，加大盐碱地改造提升力度，加

强适宜盐碱地作物品种开发推广，有效拓展

适宜作物播种面积，积极发展深加工，做好

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我国有盐碱

地 15 亿亩，占世界总量的 10%，其中 5 亿亩

具有开发利用潜力，是耕地的战略后备资

源。发展耐盐碱作物，对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

线、保障中国粮仓将起到重要作用。耐盐碱

油菜是修复利用盐碱地的特色大田作物，在

修复培肥土壤、扩充耕地总量、强化国家粮

食安全保障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高效修复、改良、利用盐碱地

耐盐碱油菜，顾名思义，就是能在一定

浓度盐碱地上正常生长结籽或能作饲料（绿

肥）的油菜。过去一般认为盐碱地不能种庄

稼，10 多年前油菜耐盐碱这一特性被证实。

2007 年，我们在江苏盐城市大丰区滩涂地上

试种耐盐碱油菜，油菜不仅正常生长，而且产

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之下，一旁种植的

小麦生长却受到严重抑制，几乎颗粒无收。

在此基础上，我们开展资源筛选、机理

及基因定位等相关研究，从 2000 多份油菜资

源中筛选出 40 多份耐盐碱材料，已定位 20
多个与油菜耐盐碱相关的候选基因，先后培

育出“华油杂 62”“饲油 2 号”“华油杂 158”等

耐盐碱能力强、适应性强的油菜品种，并应

用于生产实践。

耐盐碱油菜在西北内陆盐碱地、东北苏

打盐碱地及南方沿海氯化钠为主的盐碱地

大面积示范种植，耐盐碱能力都很突出。如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麦收后复种耐盐碱油

菜，7 月下旬播种，10 月收获，在土壤含盐量

0.3%至 0.6%的中度盐碱条件下，亩产青鲜油

菜 3—5 吨；在修复难度极大的吉林白城市苏

打盐碱区，麦收后复种耐盐碱油菜，亩产青

鲜油菜 4—5 吨；在浙江苍南县高含盐量海滩

地，耐盐碱油菜生长旺盛，盛花期青鲜油菜

亩产超 3 吨。

相比于提高产量，更重要的是，耐盐碱

油菜能够修复改良盐碱地土壤结构，且见

效快，不易反弹。通过将耐盐碱油菜翻耕

作绿肥、作饲料过腹还田等方法，可以迅速

增加盐碱土中的有机质，并在盐碱地土壤

上层形成稳定的团粒结构层，有效减少下

层盐碱上升，降低耕作层的盐碱浓度。

在新疆，我们通过农业农村部最近结题

的农业公益性项目，利用“华油杂 62”耐盐碱

油菜进行盐碱地修复试验，形成了“盐碱地

饲料油菜农牧结合技术集成模式”“盐碱地

麦后复播油菜综合技术模式”等。试验结果

表明，以耐盐碱油菜修复利用盐渍土，生长

量大、覆盖效果好、成本低，盐碱弃耕荒地

复垦时间缩短 2 到 4 年。在吉林白城市，麦

收后复种耐盐碱油菜，10 月翻耕作绿肥，连

续 2 到 3 年，试验地块土壤的理化指标有显

著改善，耕层土壤有机质增加 29.4%，土壤含

盐量降低近 10%，全氮、有效磷、速效钾明显

增加，实现了盐碱地的生物修复。

多功能利用，促进增产增收

耐 盐 碱 油 菜 修 复 改 良 盐 碱 地 ，能 够 实

现边改良边利用、一二三产融合，具有明显

优势。

目前，国内外对盐碱地的改良修复主要

有物理、化学和生物等方法。从育种学角

度，主要考虑通过改良作物耐盐碱特性来适

应盐碱土；从土壤学角度，主要考虑通过改

良盐碱土来适应作物生长。耐盐碱油菜则

同时具有两方面优势。一方面，育成的耐盐

碱油菜能适应较强盐碱地生长，利用它收获

绿肥、饲料或菜籽，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另一

方面，油菜生长快、生长量大，覆盖效果好，可

减少盐分上升，翻耕作绿肥，能大幅增加土壤

有机质，改良土壤物理化学特性，降低土壤

pH 值和含盐量。在利用中改良，在改良中利

用，互相促进，显著提高盐碱地改良效率。

用耐盐碱油菜改良盐碱地，能实现多功

能 利 用 ，有 效 促 进 增 产 增 收 ，助 力 乡 村 振

兴。在耐盐碱油菜抽薹时，可摘薹作为蔬菜

出售。作为一种新型蔬菜，油菜薹口感爽

脆，味道甘甜，每公顷可收菜薹 4.5—7.55 吨，

产值 9000 元—1.5 万元。在采收菜薹后，不

影响开花，可发展观花旅游，助力所在地增

加第三产业收入。在新疆、吉林等地，7 月下

旬播种，10 月初即可开花；在广东，水稻收获

后播种，春节前后即可开花。观花后，可翻

耕作绿肥或作青饲料。青鲜耐盐碱油菜与

玉米、水稻等秸秆按比例混合青贮，即可得

到高品质家畜饲料，可以有效缓解东北地区

玉米、水稻秸秆处理难的困局，实现农牧高

效结合。耐盐碱油菜如果和粮食作物轮作，

还能帮助下茬粮食增产，形成良性循环。当

然，也可以在花期结束后收菜籽榨油，进一

步增加经济效益。

耐盐碱油菜适应性强，从上海到西藏，

从黑龙江到广东沿海，均能种植。可秋播，

也可春播、夏播，能广泛用于北方和南方盐

碱地改良。成本低，在新疆测算，每亩成本

250 元，利用北方秋闲田、南方冬闲田种植，

与粮食争地矛盾少，不影响粮食生产。

多措并举发展耐盐碱油菜

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可将

盐碱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发展特色种植业

和生态养殖业有机结合，寻找盐碱地改良利

用与生态保护的最佳结合点，建立新型农业

循环模式，在实现农牧结合的同时解决传统

盐碱地修复利用的难题。

发 展 耐 盐 碱 油 菜 ，有 助 于 实 现 粮 食 安

全。耐盐碱油菜不仅可在中重度盐碱条件

下正常生长，其修复改良后的土壤也可供其

他作物正常生长。通过发展以耐盐碱油菜

为代表的作物，多措并举，可将盐碱地用起

来，并有望在 5 到 10 年逐步将其改良转化为

耕地。这对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

战略意义。

发展耐盐碱油菜，还有助于缓解我国牧

草紧缺问题。油菜蛋白质含量与豆科牧草

相当，微量元素和功能营养成分丰富，是非

常优质的饲料。相关研究证明，用耐盐碱油

菜作青饲料养殖牛、羊、鹅，增肉 10%至 30%，

肉质也有改善；公牛、公羊精液增加 15%至

33%。根据相关部门估算，要想保证我国牛

羊肉和奶业供应，每年需要优质饲草 1.2 亿

吨，目前缺口较大。我国西北、东北、内蒙古

等主要盐碱区也是农牧结合区，利用秋闲

地，集中连片种植耐盐碱油菜，可收作优质

牧草使用。大面积示范证明，耐盐碱油菜生

长两个多月，亩产青饲料（绿肥）超过 3 吨，按

照每头羊羔每年消耗 1 吨青饲料计算，可供

饲 养 3 头 羊 羔 。 我 国 西 北 、东 北 有 秋 闲 地

4000 万—6000 万亩，如能复种耐盐碱油菜

2000 万亩，即可提供 6000 万头羊羔生长所

需的青饲料。

发展耐盐碱油菜，要做好示范推广。可

考虑在我国西北、东北、华北、长江三角洲、

黄河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南方沿海等主要

盐碱区，创建一批千亩以上盐碱地改良定位

示范区，做好土壤长期定位监测，不断优化

改良方案。发展耐盐碱油菜，还要加强创新

平台与创新能力建设。要汇聚优势产学研

力量，围绕盐碱地生物修复利用关键技术组

织科研、协作攻关。

实践证明，耐盐碱油菜成本低、耐低温、

生长快、生长量大、覆盖度高，作绿肥或作饲

料过腹还田，能快速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

又可多功能利用，发展农牧循环农业，有利

于改良盐碱地和增加经济效益并举，实现可

持续发展。作为改良盐碱地的特色大田作

物，耐盐碱油菜充满潜力，其发展前景值得

期待。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农业大

学教授）

题 图 为 吉 林 白 城 市 ，农 机 将 耐 盐 碱 油

菜“华油杂 62”收割粉碎后翻耕作绿肥，改

良盐碱地。

刘 涛摄（华中农业大学供图）

制图：沈亦伶

耐盐碱耐盐碱油菜油菜——

““做好盐碱地做好盐碱地特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色农业这篇大文章””
傅廷傅廷栋栋

随着我国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人们对于

海洋的关注热情日渐高涨，海洋书写以其独

特的主题内涵和艺术色彩进入读者视野。

赵德发的纪实文学《黄海传》便是其中一部。

自石器时代以来，浩浩黄海之滨就有了

人类存在，他们向海而居，赖海为生，不断探

索海洋，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海洋文化。《黄海

传》以翔实史料和大量研究成果为基础，钩

沉黄海历史，讲述黄海故事。全书既从自然

地理、历史等角度介绍黄海情况，展现黄海

波澜壮阔的发展历史及其人文风貌，也着重

书写新时代黄海之滨人民经略海洋、向海图

强的丰硕成果。在描述海洋文化的同时，作

品还对人类与海洋的关系进行阐释，以加深

人们对海洋在人类生存发展中地位和作用

的理解。

写好海洋题材纪实文学，考验作者对历

史与现实的双重把握，既要将笔触伸入历史

深处，开拓历史视野，又能抓住典型历史事

件，将枯燥的历史资料转化为生动丰富的

故事，让波澜曲折的历史徐徐展开。《黄海

传》将提炼典型故事与普及海洋知识相结

合，融文化、历史、传奇于一体。作品中一些

史实虽已写进历史教科书，但今天读来依然

震撼心灵。作者着重表现了令中国人自豪

的光辉壮举，诸如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七下

西洋、中国海军护航、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倡议等；同时也不回避历史伤痛，书写

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屡遭列强欺凌的一曲

黄海悲歌，蕴含着勿忘国耻、吾辈当自强的

深思。

过去 30 多年，作者的人生轨迹是从山

岭到海洋，创作轨迹也是从山岭到海洋，其

创作的长篇小说《人类世》《经山海》都体现

了这种转变。这一次满怀深情为黄海作传，

作者说自己仿佛成了一个老盐工，沿袭古

法，煮海为盐，取来一罐罐一缸缸黄海水，满

腔热情去煮，烟熏火燎，日复一日。最后形

成的近 30 万方块字，就是一个个盐粒子。

《黄海传》创作过程中，作者在爬梳海量

资料、钩沉黄海历史的基础上，分两次沿黄

海之滨实地采访。一路上，既深入重要地

标、沿海景点、渔村渔港、海上建筑、博物馆

展览馆等，还与海洋渔业部门相关人员座

谈，并且专程到国家深海基地探访刚刚远洋

考察归来的“蛟龙号”及其母船。

一路上，作者感动于黄海及其沿岸日新

月异的巨变，反映到作品中，是军威浩荡、航

运兴旺、捕捞升级、天堑通途、绿电上岸、游

人如潮等丰沛内容。从筚路蓝缕、向海图

存到向海图兴、向海图强，从海防事业的发

展壮大、海洋科技的突飞猛进到海洋经济的

蓬勃活力，作品以饱含情感的文字，呈现了

宏伟壮丽的海洋发展蓝图和自信昂扬的时

代气息。

黄海曾经孕育了灿烂的海洋文明，今天

风起潮涌间又建新功，在世界海洋文明格

局 中 的 地 位 愈 发 重 要 。 通 过 海 洋 连 接 世

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让黄海成为和平

之海、和谐之海、丰饶之海、美丽之海，这是

作者在本书结尾处的由衷祈愿。海洋文明

的传承、发展和丰富，需要更多优秀文学作

品讲述海洋的历史与现实，让人们了解海

洋、认识海洋，进而热爱海洋、建设海洋，成

就更多蓝色梦想。

满怀深情为黄海作传
李毅然

《黄海传》：赵德发著；山东文艺出版社

出版。

《大地中国》：韩茂莉著；文汇出版社

出版。

本书将历史时间纳入地理空间，依

循山河地理，讲述中国历史的发展。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生物

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COP15）第二阶段高级别

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指出：

“生态兴则文明兴。我们应该

携手努力，共同推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共建地球生命共同

体，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共建

地球生命共同体和清洁美丽世

界是人类社会的美好愿景，国

际社会共同参与有利于早日实

现这一愿景，也有助于推动新

型国际关系构建。多年来，我

国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为

推动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

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做出了不懈

努力，增强了我国在全球环境治

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当前，国际社会高度重视

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多学者

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中，

并将环境议题如生物多样性、气

候变化、绿色能源、绿色产业、绿

色贸易、可持续发展等纳入国际

关系框架进行讨论。学者们指

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

实践，一方面为全球生态治理

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引领国

际生态新秩序的建设；另一方

面也有助于在国际环境与发展

领域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那

么，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究

竟如何塑造国际关系格局？怎

样在新型国际关系格局下讲好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故事？一系

列相关问题有待深入研讨和系

统总结。

许勤华教授所著《国际关

系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一书

汇集大量文献资料，介绍中国

推 动 落 实 联 合 国 2030 年 可 持

续发展议程的做法，总结中国

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经

验，阐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及

国际合作实践的重要意义，阐

述中国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

扮演的重要角色。该书还深入

分析国际关系绿色化发展的演

变趋势和机理机制，并对加强

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与“一带一

路”绿色发展协同共进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该书从国际关系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交叉视角入手，聚

焦兼具现实性和前瞻性的理论问题，对国际关系研究议题进

行了拓展和延伸。各国携手共同应对气候与生态问题，除了需

要协调各方利益，还要找到各方理念上的共识。作者注重比较

分析，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 3 个理论流派对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的论述入手，抽丝剥茧地比对其主要观点、形成过程和影响范

围，寻找其中共性。这类细致的研究阐释，为我们理解全球生态

文明建设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打开了理论视野，有助于推动环

境外交实践，在国际舞台塑造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生态理念在我国由来已久，贯穿中华文明的绵长文脉。从

“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到“天人合一”“上善若水”，从农

业生产、人居营建到为人处世，传统生态智慧影响了一代又一代

中国人，成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资源。作为全球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我国实施积极应

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把落实国家自主贡献作为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抓手，以积极姿态为世界绿色发展贡献力量。在理论与

实践两方面，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都有向世界提供范例和经验的

雄厚实力，也有讲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故事的现实条件。

作者分析了近 30 年来全球环境领域出现的诸多影响国际

关系原则和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指出处理好环境与发展的

关系仍然是各国面临的重大挑战，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

发 展 议 程 的 任 务 依 然 艰 巨 。 随 着 全 球 生 态 环 境 问 题 日 益 突

出，生态文明建设在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步凸

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该书提出的议题和所作的深入探讨更

具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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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中国生态文明
建设都有向世界提供范例和经验的雄厚
实力，也有讲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故事的
现实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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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

展工程”研究成果，通过探讨秦人精神

信仰，帮助读者打开认识秦汉世界的一

扇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