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成都 7月 16日电 （记者宋豪新、刘新吾）近日，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重庆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部固体

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在成都联合签署《关于建立

川渝新污染物环境风险联防联控机制协议》。

根据协议，川渝将充分发挥各方资源优势，提升新

污染物环境危害筛查和风险评估科技支撑能力，并依

托四川、重庆、生态环境部固管中心重点实验室等技术

资源，进一步整合国家和区域（西南）危废风险防控技

术中心、成渝地区相关科研院校专家团队技术力量，共

同推进新污染物治理示范试点，补齐西南地区有毒有

害化学物质风险识别、危害评估与污染防治技术研发

能力。

川渝两地建立新污染物环境
风险联防联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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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五庄村，盐碱地分布

广泛。老一辈人有句话：“出村往外瞧，一片白

面瓢；神仙来种地，难拿二成苗。”昔日“不毛之

地”，今朝绿意绵延。

五庄村是黄河三角洲盐碱地治理的一个

缩影。据统计，山东现有盐碱地 890 余万亩，

其中黄河三角洲地区近 700 万亩。近年来，山

东多地经过科学治理、综合利用，改良盐碱土

壤，发展盐碱地特色产业。

节水抑盐，调节土壤盐碱
成分

在山东省德州市庆云县徐园子乡，笔直的

田埂向远处延伸，大豆苗密密匝匝。走在田

间，低头细瞧，有的地块上还泛着白花花的“碱

疙瘩”。徐园子乡党委委员杨振群在地头一

坐，谈起这片盐碱地的变化。

庆云县地处典型的黄河三角洲冲积平原，

降水量小、蒸发量大，盐分易在土壤表面积累；

地邻渤海，容易出现海水倒灌，加上地势低洼、

排水不畅，土壤含盐量较高，多年来粮食产量

不高。“过去这片地，种一茬，赔一茬。”杨振群

掰着指头算着，“遇上好年景，刨除成本，一亩

地一年有八九百元的收入。”

然而，今年测产，这片地将迎来丰收：小麦

亩产 500余公斤。盐碱地咋就成了丰产田？

一条条塑料软管整齐铺开，管上密布细小

的出水孔。“实现丰产，水是关键。”杨振群说，

“过去以黄河水压盐，挖沟修渠、大水漫灌，一

亩小麦需用约 100 立方米的水。但黄河水得

‘精打细算’，于是，我们采用了暗管排灌新设

备，铺设喷灌带，小麦一亩只需用 40 立方米的

水，节约了不少水。”

水用得少了，盐压得住吗？“新设备应用了

传感、远程精准分析控制等技术手段，当地下

水位上升，触发感应器，暗管启动强排功能阻

止盐水上升，保护地表层，既能实现节水灌溉，

也能调节土壤盐碱成分。”杨振群说。

同处黄河三角洲的潍坊市昌邑市柳疃镇，

淡水资源匮乏，为了做好节水抑盐，当地采取

引水蓄水、提取卤水等措施。“仅在水上下功夫

还不够，治理盐碱地，还得配‘良方’。”昌邑市

柳疃镇青阜农业综合体负责人孙德东说。

黄河三角洲地下土壤结构复杂，土径小、

密度大，易形成板结层和黏土不透水层。“过去

硬邦邦，像砖头一样；现在土质松软，透气性

好。”孙德东说，为了打破盐碱地普遍存在的板

结现象，施用生物有机肥、土壤调理剂等，增加

土壤有机含量；同时，推广小麦深耕深松等方

式，不断改良农机农艺。

走在柳疃镇的田野上，一簇簇苜蓿正拔节

生长。“治理盐碱地，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用养

结合。苜蓿耐盐碱，能起到改良盐碱土壤的作

用，我们利用它来吸收土壤中的盐碱成分，从

而使盐碱地变为可种植普通作物的优质地。”

孙德东说。

科技攻关，选育耐盐碱植
物适应盐碱地

在东营市垦利区黄河三角洲 3000 亩全梯

度耐盐碱作物种质创新利用基地，阡陌纵横，

田垄交错，夏播玉米破土而出，伸展茎叶。记

者走下田埂，仔细打量，发现有的区块玉米格

外“拔尖”，个头更高，茎秆更挺拔。

为啥有的玉米“与众不同”？在东营市一

邦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实验室里，科研人

员聚精会神地进行作物发芽率实验。在这里，

记者找到了答案。

近年来，山东多地立足盐碱地实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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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利区与东营市一邦农业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联合开展了耐盐碱植物种质资源

收集、评价、鉴定等工作，推动盐碱地作物种业

创新。东营市一邦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

事长周红说：“我们与国内外专业的水稻育种

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合作，从各地收集不同的

种质资源，通过评价、鉴定等办法，找到具备性

状稳定、耐盐碱等优良品性的‘优秀选手’，再

拿到黄河三角洲 3000 亩全梯度耐盐碱作物种

质创新利用基地试种。”

从“改地适种”到“改种适地”，仅在“选”上

下功夫还不够。在黄河三角洲，自主培育的种

子正生根发芽、结出“果实”——

走进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加速育种平台，宛若来到一座“植物工厂”，

一排排绿苗整齐地扎在栽培架上，在灯光下茁

壮成长。“液位低于 13 厘米，要加营养液了。”

工作人员轻触屏幕，不到 1 分钟，营养液从栽

培架上冒了出来。将培育的作物放在育种平

台人工模拟的环境中，可以有效缩短生长周

期，高效完成品系的优胜劣汰。

近年来，东营市和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示范区搭平台、引项目、引人才，围绕耐

盐碱植物精准高效育种等领域展开攻关。目

前，共筛选培育小麦、大豆、藜麦、苜蓿、花生等

45 个耐盐碱作物新品种（系），开展各类作物

试验示范 10 万余亩。

2022 年 12 月，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

创新中心正式落户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

“中心将盐碱地生物育种作为首要任务，

汇聚全国优势创新资源，从政策、平台、产业等

方面一体化推进盐碱地科技创新，探索盐碱地

综合利用的高效途径，为国家耕地保护和粮食

安全作出山东贡献。”山东省科技厅副厅长梁

恺龙说。

因地制宜，发展盐碱地特
色产业

以前，40 万亩盐碱涝洼地，种啥也不长，

只能闲置。现在，滨州市沾化区滨海镇的渤海

水产有限公司养殖车间，盐田虾在水中悠然游

弋。天亮了，随着打氧机的声响，车间忙碌起

来，工人将活蹦乱跳的盐田虾打包、装车，它们

很快将被运往全国各地。

沾化区立足本地实际，在盐碱地上发展水

产养殖特色产业，推广养殖新模式，建成现代

化水产养殖车间 6.32 万平方米，改造标准化养

殖区 4.4 万亩，建设小棚生态育苗棚 241 座。

盐碱地里养虾，村民的钱袋子跟着鼓了起

来。滨海镇探索“示范区+企业+合作社+养

殖户”订单式盐田虾养殖方法，组织企业将养

殖订单打包发给合作社，再派单给养殖户，同

时，企业为养殖户提供优质海产品种苗和技术

跟踪服务。

不光是沾化区。近年来，山东各地根据盐

碱地资源禀赋、地域特点，因地制宜探索发展

模式，发展盐碱地特色产业，推动盐碱地综合

利用向优质化、多样化和特色化发展。

德州市平原县王庙镇堤下赵村，池塘连方

成片，水上荷叶田田。“过去，这里是低洼盐碱

地，地碱水咸，庄稼很难生长。”王庙镇源通莲

藕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李勇说，近年来，县里推

行生态化养殖模式，实现塘中藕、水中鱼、土里

泥鳅立体种养，生产的莲藕获评绿色食品 A 级

产品。

夏天卖虾，中秋卖鱼，过年卖藕，盐碱地成

了“宝地”，村民务工有了好去处。“每年莲藕的采

挖、清洗、分拣都需要人手，我就到这里来打工，

离家近，一天能挣五六百元。”源通莲藕种植合

作社社员李运友说。目前，该合作社可年产莲

藕 200 万公斤、泥鳅 10 万公斤，年产值 1800 万

元，解决 200余人就业，人均增收 3000元。

“山东将持续挖掘黄河三角洲盐碱地潜

力，宜粮则粮、宜渔则渔，探寻发展特色产业，

在盐碱地上种下新希望。”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厅长张红旗说。

山东推进黄河三角洲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山东推进黄河三角洲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

在盐碱地上种下新希望
本报记者 李 蕊

今年第 4 号台风“泰利”于 7
月 15 日 8 时在南海生成，16 日 2
时 由 热 带 风 暴 级 加 强 为 强 热 带

风 暴 级 ，中 心 附 近 最 大 风 力 10
级。中央气象台预计，“泰利”将

于 17 日夜间在华南沿海登陆，成

为 今 年 首 个 登 陆 我 国 的 台 风 。

中国气象局 15 日 11 时启动台风

四 级 应 急 响 应 。 16 日 18 时 ，中

央 气 象 台 升 级 发 布 台 风 橙 色

预警。

中央气象台预计，“泰利”中

心将以每小时 15 公里左右的速

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

强，并于 17 日夜间在广东台山到

海南文昌一带沿海登陆，预计登

陆时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

风 力 12—14 级 ，18 日 进 入 北 部

湾，以后趋向越南北部沿海和广

西沿海。

16 日，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

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会商

研判台风“泰利”发展趋势，视频

调度广东、海南、广西等省份防

指，安排部署海上和陆上防台风

工作。17 时，国家防总将防汛防

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要求

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水利

部、农业农村部、中国气象局等国

家 防 总 成 员 单 位 按 应 急 响 应 要

求，发挥专业优势和行业优势，采

取有力措施做好各项台风灾害防

范工作。

目前，台风“泰利”外围云系

已开始影响海南岛和广东沿海地

区。 16 日凌晨，海南海口、文昌

出现较强降雨，文昌局地 1 小时

降雨量达到 102.5 毫米，广东沿海

岛屿出现 10—12 级阵风。16 日至 19 日，广东沿海、广西

南部西部、海南大部、贵州中南部、云南东部、福建南部

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到大暴雨，珠江流域西江、北江、

东江、韩江及沿海诸河，海南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福

建九龙江等河流将出现洪水过程，暴雨区部分中小河流

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6 日 20 时，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将洪水防御Ⅳ级

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有序做好各项防御准备工作，派

出的 3 个工作组正在广东、广西、海南指导台风暴雨洪水

防御工作。水利部密切监视台风动向，要求相关地区加

强雨情、水情监测，强化值班值守和会商研判，滚动预测

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等。

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 16 日 15 时将防风

Ⅲ 级 应 急 响 应 提 升 为 防 风 Ⅱ 级 应 急 响 应 ，要 求 继 续

加 强 会 商 研 判 ，及 时 提 升 应 急 响 应 等 级 ，扎 实 做 好 抢

险 救 援 准 备 ，全 力 以 赴 确 保 人 民 群 众 生 命 财 产 安 全 ，

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

气象专家提醒，台风“泰利”的到来对缓解华南前期

高温和库塘蓄水有利，但登陆时强度强，致灾风险较高，

建议加强防范大风灾害和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做

好早稻的抢收抢晒。正值暑期旅游高峰，建议华南沿海

地区涉岛、涉海等旅游项目做好安全管理，南海相关海

域航行船舶注意提前避开台风影响区域，海上作业人员

及时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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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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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盐

碱地多、开发潜力大。近年来，我国统筹

保护与开发，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

盐碱地保护成效显著。

即日起，本版推出“美丽中国·关注

盐碱地治理”系列报道，走进山东、辽宁、

新疆等地，探索盐碱地修复治理及开发

利用，展现我国盐碱地生态、经济效益不

断向好。

本版责编：陈 娟 张文豪 何宇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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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以来，地处阁皂山国家森林公园范围内的江西省樟树

市阁山镇、店下镇发生黄脊竹蝗灾害。樟树市林业局、中国太平

洋保险有限公司樟树市支公司组织人员深入林区核查灾情，筹

措资金聘请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公司开展飞防作业，在保护生态

环境的同时，努力把林农的经济损失降至最低。

左图：作业中的无人机。

下图：技术人员在开展飞防作业。

辛 平摄（人民视觉）

江西樟树市——

飞防作业 守护山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