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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宁省营口市盐田土地复垦项目现

场，展板上两幅图片对比鲜明：一张是大片板

结、开裂的盐碱地，仿佛大地皴裂的肌肤，令

人触目惊心；另一张是连片的水田，嫩绿的秧

苗释放勃勃生机，让人心旷神怡。

“因为土壤含盐量高，这里原本是一片不

毛之地，现在经过综合治理改造成稻田，去年

亩产在千斤以上。”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盐碱地

利用研究所（以下简称“盐碱地所”）副所长阙

补超介绍。

多年来，辽宁坚持推进盐碱地改造和综

合 利 用 ，目 前 已 开 发 利 用 盐 碱 地 约 700 万

亩。黑褐色的土壤、绿色的秧苗、青红相间的

柿子、红色的碱蓬草……昔日“沉睡”的盐碱

地上，如今正徐徐铺展多彩画卷。

300余万亩滨海盐碱地，
土壤含盐量大幅下降

天边，是广阔浩瀚的渤海；眼前，是一条

绵延 2 公里的堤坝。堤坝一侧的水库中积蓄

着 110 多万吨灌溉用水，另一侧是 1500 余亩

水田，被沟渠分割成 30 多个规整的方格，嫩

绿的秧苗迎风舒展。

“去年亩产水稻 1140 余斤，今年争取再

创新高。”站在大堤上远眺，年逾花甲的林月

仙满怀憧憬。林月仙是营口国丰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具体负责营口盐田土

地复垦项目的实施。

“ 以 前 ，这 里 的 土 壤 含 盐 量 在 16‰ —

94‰之间，pH 值在 7.5 左右，有机质含量几乎

为零。太阳一晒，土壤板结，比砖头还硬；一

下雨，又比豆腐还软。”林月仙说。

转机始于 4 年前，营口盐田土地复垦项

目开始实施。国丰公司与盐碱地所合作，采

取工程和生物措施对这片盐碱地进行修复

治理。在每块格田两侧，分别有一深一浅两

条沟渠，浅的是供水渠，深的是排水渠。“按

照‘盐随水来，盐随水去’的水盐运动规律，

需 要 引 地 表 水 对 盐 田 进 行‘ 冲 洗 ’。”林 月

仙说。

“在盐碱地所的指导下，我们同时通过

施加脱硫石膏、深松耕作、秸秆还田等方式

改变土壤结构，提升肥力。”林月仙说，目前

1500 亩 水 田 的 土 壤 含 盐 量 已 控 制 在 3‰
以内。

“滨海滩涂的盐分主要来源于海水倒灌、

潮汐侵蚀，遵循着‘盐随水来，水随气散，气散

盐存’的自然规律，千百年来形成了荒芜的盐

碱地。”盐碱地所所长李振宇说，改良利用这

片盐碱地，主要就是灌溉压盐洗盐排盐、培肥

地力等。

“针对全省盐碱地的形成和特点，我们集

成创新‘深松耕作破板除盐技术’‘秸秆翻埋

隔层压盐农机农艺配套增施有机肥技术’等

修复治理技术，在盘锦、营口等滨海地区累计

推广面积 300 余万亩，土壤平均含盐量从 4‰
降低到 2‰，有机质含量从 18.5 克/千克增加

到 21.5 克/千克。”李振宇说。

良种配套良法，助力水
稻稳产高产

“1996 年我开始承包土地种稻，当时下

了很大决心。为啥？因为我们这是盐碱地，

土壤盐度高，水稻产量低。”盘锦市大洼区长

财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继财回忆，头一

年插秧后，秧苗深陷地里，他还以为是工人干

活不细致，结果自己一试，才发现问题出在土

地上。

怎 么 办 ？ 李 继 财 一 咬 牙 ，坚 持 几 年 再

看！改良土壤、种耐盐品种、学栽培技术……

这一坚持就是 20 多年。从 2009 年起，合作社

得到盐碱地所的技术支持，水稻产量连年提

高，去年亩产达 1400 多斤，土壤有机质含量

从最初的不到 2%提高到现在的 2.5%。

“我们根据盐碱地生态环境及耐盐碱水

稻的特征特性，分别就手插秧与机插秧两种

栽培形式完成了耐盐碱水稻高产高效栽培

的技术集成，实现了耐盐碱水稻种植区域不

同生态条件、不同栽培形式的全覆盖。”盐碱

地所研究员付立东介绍，“盐碱地上种水稻

主要有几个要点：完善的田间灌排工程，选

取耐盐品种，培育大龄壮秧以及合理稀植灌

水施肥等。”

走进盐碱地所种植基地，连片的盐碱试

验田，设施齐备的温室大棚，大大小小的盐水

池，默默见证着一代又一代研究人员的辛勤

付出。

“ 几 个 盐 水 池 的 含 盐 浓 度 从 1‰到 6‰
不等，就是为了测试水稻品种在不同土壤盐

度下的表现。”盐碱地所常规育种室主任张

战介绍，他和团队每年平均配制大量杂交组

合，创建千余份耐盐遗传群体，还要筛选出

10 多 个 耐 盐 水 稻 品 种 ，反 馈 给 相 关 单 位 进

一步实验。

据介绍，自 1958 年建所以来，盐碱地所

持续强化耐盐碱水稻品种的选育与推广，共

育成耐盐碱水稻品种 59 个，累计推广面积

6000 余万亩。

将地理劣势变为环境优势

走进盘锦市大洼区新兴镇园林村村民孙

晶晶家的温室大棚，绿油油的藤蔓上，挂着一

颗颗青红相间的西红柿。摘下一颗轻咬一

口，汁水四溢、酸甜可口。

“盘锦地处辽河下游平原滨海盐渍土区，

相对较高盐分的土壤和灌溉水，能促进番茄

糖分的形成和转化，孕育出了令消费者青睐

的碱地柿子。”盘锦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农业

农村生态建设服务科科长霍强介绍，在大面

积轻度盐碱地上种植碱地柿子，把地理劣势

转变为环境优势。

近年来，辽宁还探索出多种方式科学利用

盐碱地，创造了多样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

在盐碱地所，设有滨海盐碱湿地生态建

设学科，专门进行盐生植物的栽培、应用价值

开发及其深加工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我们已

收集到盐生植物 60 多种，主要品种有碱蓬、

白 刺 等 ，同 时 开 展 耐 盐 碱 作 物 新 品 种 的 选

育。”盐碱地所园林室主任杨立柱说。

盛夏时节，盘锦红海滩上游人如织。一株

株碱蓬草穿上了绯红的衣裳，热烈而蓬勃地生

长，它们是盐碱地的指示性植物，也是盘锦红

海滩国家风景廊道的主角。近年来，盘锦市有

效保护和恢复海洋环境及湿地生态系统，盘锦

红海滩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实施淤堵潮沟清理、

海洋垃圾清运工作，种补植碱蓬草约 1000亩。

“碱蓬草能在盐碱地里生长，还能改良滩涂

土壤，引来鸟类栖息。我们成立了‘碱蓬草’生

态修复队伍，开展各项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盘

锦红海滩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焕新说，

“风景廊道中的红海滩面积从 2018年的 2000亩

增加到去年的 2.2万亩，5年间增加 10倍。”

“如果土壤中盐度过高，碱蓬草就不能生

长，但如果盐度过低，碱蓬草又不会变红，观

赏效果就大打折扣。”杨立柱说，从 2019 年开

始，他和同事每年都参与红海滩湿地修复和

碱蓬草补种工作，“盐碱地治理，不能只限于

某一种方式，还是要科学利用、综合施策，实

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修复治理、以稻治碱，辽宁开发利用盐碱地约700万亩—

盐碱地上铺展多彩画卷
本报记者 郝迎灿 刘佳华

核心阅读

临渤海、面黄海，辽宁有
2000多公里海岸线。千百年
来，海浪拍打、海水倒灌、潮汐
侵蚀，滨海多地形成了荒芜的
盐碱地。近年来，辽宁坚持推
进盐碱地改造和综合利用，目
前开发利用盐碱地约 700 万
亩。经过修复治理的盐碱地，
正在逐渐实现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的双丰收。

本版责编：陈 娟 张文豪 何宇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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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美丽中国
关注盐碱地治理②关注盐碱地治理②

R

本报北京 7 月 17 日电 今年第 4
号台风“泰利”已于 7 月 17 日 22 时 20
分前后在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南三岛

沿海地区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

风力 13 级。预计，“泰利”将继续向西

北方向移动，18 日凌晨进入北部湾北

部海面或广西境内。“泰利”是今年首

个 登 陆 我 国 的 台 风 ，较 常 年 偏 晚 20
天。受其影响，西江中下游、左江、郁

江、北江及海南南渡江、昌化江、万泉

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部

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 17 日 18 时

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

计，17 日 20 时至 18 日 20 时，广西南部

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

性很大（红色预警）。17 日 6 时，中央

气 象 台 发 布 暴 雨 黄 色 预 警 ，17 日 10
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广 东 省 防 汛 防 旱 防 风 总 指 挥 部

已于 7 月 16 日 15 时将防风Ⅲ级应急

响应提升为防风Ⅱ级应急响应。 17
日 上 午 ，广 东 省 水 利 厅 启 动 水 利 防

汛Ⅱ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消防救援

总队不间断与气象、自然资源、水文

等 部 门 联 动 会 商 ，制 定 相 关 救 援 方

案并根据情况动态调整。广铁集团

对 7 月 17 日至 18 日途经海南环岛高

铁、江湛线、广珠城际、广深城际、广

深港高铁、湛海线、广茂线等部分列

车停运或调整运行区段。广东移动

启 动 防 汛 应 急 保 障 预 案 ，累 计 发 送

台 风 、山 洪 预 警 应 急 短 信 超 2.2 亿

条，为应急防汛工作人员提供免停机保障服务。

17 日 10 时，广西气象台升级台风黄色预警为台风橙

色预警。受台风影响，北部湾海面和广西局地将有大暴

雨到特大暴雨，目前广西已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连日来，海南省各地各部门全力以赴、突出防范在前，

通过确保渔船全部提前回港避风、提前排查处置隐患、紧急

组织群众转移、做好应急抢险保障等措施，减少台风造成的

损失，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央气象台预计，17 日 14 时至 18 日 14 时，南海大部、

北部湾、琼州海峡、广东沿海、广西沿海、海南岛沿海、西沙、

中沙、南沙及黄岩岛附近海面将有 6—8 级大风，台风“泰

利 ”中 心 经 过 的 附 近 海 域 或 地 区 风 力 有 12—14 级 ，阵 风

15—16 级。广东大部、海南岛大部、广西东部和中南部等

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预计未来 10 天，西太平洋还将

有 1—2 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台风将于 23 日前后影响南海

北部海域及华南等地。

（综合本报记者李红梅、王浩、李刚、罗艾桦、贺林平、祝

佳祺、孙海天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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