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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月 22日电 （记者寇江泽）生态环境部 22日通报

2023年 1—7月全国环境空气质量状况：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

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2.3%，同比下降 3.0个百分点；平均

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2.2%，同比上升 1.1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为 31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3.3%；PM10 平均浓度为

56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9.8%。由沙尘 天 气 导 致 的 平 均 超 标

天数比例为 4.7%。

1—7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例为 56.6%，同比下降 5.6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比例为 4.8%，同比上升 2.8个百分点；PM2.5平均浓度为 43微克/立
方米，同比持平。北京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67.5%，同比下

降 9.9个百分点；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3.8%，同比上升 2.9个

百分点；PM2.5浓度为 34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17.2%。

长 三 角 地 区 41 个 城 市 平 均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82.5%，同比上升 2.2 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0.9%，同比上升 0.8 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为 32 微克/立方

米，同比持平。

汾渭平原 11 个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58.5%，

同比下降 1.1 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5.9%，

同比上升 3.6 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为 46 微克/立方米，同

比上升 2.2%。

今年前7月

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82.3%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
关注盐碱地治理⑥关注盐碱地治理⑥

R

核心阅读

吉林省西部是我国苏
打盐碱地的集中分布区之
一。近年来，吉林省通过
合理调配和利用各类水资
源治理盐碱地，科学开展
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
合利用，挖掘盐碱地生态
效益和经济效益。

本版责编：程 晨 张 晔 张文豪

!"#$%&
'()*+,-./

!"!#$%&'()*+,-./01234,5
6789:%;<-.=>1234? #@A,5B
C%DE/0FGHIHJK12LMLGKFNOP
OQRSTU,?VWXY%),Z[\],^_`

abcdefgK,hijh?-.=>1234)
klmnjopqers%tu%vab1234w
xy%Vzpq-.=>1234)kR

{|tu%}~Z[F2KFG9!?"#$%%
),Z[\],&'1(59!)*+,-%./]
012pq?63%456]/789]+:;,K
Z<,K=>,?0%@A/01234R

0-#$12
34)*+,-56

BqZ[\CDE?F

GHE?IJK%LMN7O

OKhPQRR?FGHEF

G?SO9!TUV-./
0%+WXYZF[?\-U
Q]^%),Z[CD?FG
/,)kRr_`+F[p
a),bcdefgh ijk%
lmnop,?-.67%q

r`s9tju!#vw%WXbF[x?\-^yR
z${%),Z[\],|}f?Fk9!<~'

!"#$%?-.&'%U()*-.de%+,-
.=>-.%/-.=>012I3Z4KBqFN
54R

+6m7#-.\89:21234Z<l;
o<=>?%),Z[\],aQ@;AB"#%C
"Z[\pq1234?fDE,5k%STfW@W
kF%W@W67kGH%IZoL%JKLMNOKP
QRSKT?UVKWXYZK[\]^_`E@=>
FGdG%pabfNOjkfRSjkfUVjkfYZ
jkf]^jk_!"bgFG=>)*de%pq12
=>dGcdefRgh%),Z[\],i;<)
*dej#"""b[12k[lmno@pwR

78#$9/
:;)*+,-<=

qnrd%K-_%Kst%Kuv%oNw%?
f?Fk-.ux%cd6j%y),Z[\],z%

1234-.=>KV!ux12{v?Z|}~R
+|%),Z[\],U(@%!"#$%%{-_
-0&t'(%DE)e1234=>IJR

!"!#$&{%FGF2X*D(;J+V!f*
dFGA,,-nj.;/k05%12fA,,-.
3&'KF4x5)647K+,nj/0k?.;/
83R),Z[\],4fnj.;/kk+bWk
[&'?Z|}~%{Z[\FG.\479:;<
x5~k%={>?@A8d%EjBCFGA,,
-)*pab-_.\defF4 ijkRfF4 ijk
?pa%WXb.\^K.\DK.\E_hF]GF
GA,,-?Hy%6f-.0Ik88U(JjFG
A,,-R

|K%+)e12-.L>=>$M%),Z[
\],V;bH+uv.OV[s$%"NuvO(
O;%PQbRSTU2u%V`bf-_0wkfWX
;wk_-.YZst?{v%[Mux!"%/-.
=>@AB\12R

!"#$%&'()*+,-./+

0,-.1234&'()*+,-./+5678(
+,-./+9:;<=>?@8ABCD9EFGH4IJK
LMNOPABCQRSTU0VWX4YZ[\]M^_
`ab4(+,-./+cdabefg/h4ijkJ=l
\mnopqrst

uv#4(+,-./+wxyz{|}&~!'f"8#
M9($%&'(4)*_+jk8)J,9$B4-.jk/041
2ef344lM^5!Mm6!M78$$9:;x8jk<=9t

!!"!

#$%&'$#()*+,-./0123$45

#$67'$#()*8967:;<=>?

本报北京 8月 22日电 （刘毅、普慧琳）记者 21 日获悉：第

九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将于 8 月 25 日—27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库布其沙漠举办，论坛由科技部、国家林草局、内蒙古

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邀请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国防治荒漠

化公约秘书处联合主办，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亿利公益基金会

共同承办。论坛主题为“以科技引领治沙 让荒漠造福人类”，旨

在推动国内外荒漠化防治与生态文明建设科技创新交流合作，传

播我国防沙治沙科技创新经验成果，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祝学华介绍，本届论坛共设

4 个主题论坛，分别为荒漠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资源可持续利

用主题论坛、沙尘暴防治与科学治沙主题论坛、山水林田湖

草沙系统治理主题论坛、创新·转让·共享——用知识和技术

促进生态修复主题论坛。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秘书长王文彪

表示，本届论坛上将展示我国治沙科技创新的重大突破，如经过

多年科学验证的“灌乔草 811”种植配比，既节水耐旱又大幅提

高植被覆盖效率，以及风向数据法技术和水汽法微创种植技术

耦合治沙、数字化智能化治沙绿化、灌木种子技术和立体生态光

伏治沙技术等。

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是全球唯一致力于推动世界荒漠化防

治和绿色经济发展的大型国际论坛，2007 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

办 8 届。

第九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即将举办

吉林省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总面积达

670多万亩，其中 90%分布在白城、松原两市。

近年来，吉林省科学开展耕地后备资源

综合利用，唤醒“沉睡”的盐碱地资源。

完善水资源配置网络

午后，凉爽的清风吹过刚刚结穗的水稻，

激起层层稻浪。在白城市镇赉县嘎什根乡，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巍

正在稻田间查看水稻长势。“这块地就是盐碱

地，我们正在这里进行耐盐碱水稻品种的选

育，努力让盐碱地上多打粮。”马巍说。

泛白的田埂和水稻根部泛起的白色盐渍

表明，这里的土地盐碱化程度不低。从 20 世

纪 80 年代开始，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就对苏打

盐碱地的成因、类型、分布、理化性质、季节变

化特征等展开研究，探索盐碱地改良方法。“经

反复论证，‘以稻治碱’成为改良吉林省西部盐

碱地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马巍说。

“‘以稻治碱’离不开水。”长期扎根盐碱

地进行农业科研工作，马巍深知水对治理盐

碱地的重要性。

吉林省西部地区地势平坦，属于干旱半

干旱地区。河流带来的盐碱在此汇集沉淀，

大量的蒸发让土壤里的地下水不断挥发，盐

分则留在了地表土壤中。

俯瞰吉林省西部，这里泡沼遍地，湖泊

星罗棋布，地表并不缺水。但过去由于没有

科学合理的引水和排水系统，当地人只能望

水兴叹。如何利用好水资源，成为治理盐碱

地问题的关键之一。

多年来，随着引嫩入白、哈达山水利枢纽

及大安灌区、松原灌区等供水工程的实施，松

嫩平原大片农田得到灌溉。2013年起在吉林

省西部地区实施的“河湖连通”工程，在保障

区域经济社会用水的基础上，合理调配和利

用各类水资源，以提水、引水、分水方式，将嫩

江、洮儿河、霍林河等水系资源打通，为西部

地区的重要湖泡、湿地供水，回补地下水，恢

复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如今，位于引嫩入白供水工程渠首的镇

赉县，已有超半数的耕地改为水田，年产水

稻近 20 亿斤。

去年 9 月，吉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

于开展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的

指导意见》，将坚持以水定地、有序开发作

为基本原则之一，要求结合全省盐碱地等

耕地后备资源分布情况，加快推进中西部

供水、引嫩入白扩建、大安灌区二期、松原

灌区等骨干水利工程建设进度，持续完善

干支渠（沟）输水排水体系，进一步优化水

土匹配格局，完善水资源配置网络体系，不

断提升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中的水资源

支撑和保障能力。

综合治理，释放盐碱地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驱车行驶在白城市东南区域，穿越成片

的盐碱地，芦苇茂密、鸥鸟翔集的牛心套保

国家湿地公园出现在眼前。

不同于周遭裸露的白色盐碱地，绿色是

牛心套保国家湿地公园的主色调。

大安市牛心套保苇场的老职工韩忠海见

证了这里的变化。“最初牛心套保是渔场，后

来水源紧缺，加上过度捕捞，让这里慢慢变成

了苇场，再后来芦苇长势不好，职工们为了讨

生活开始放牧，直到远远望去地里连棵草都

没有，只剩白花花的盐碱地。”韩忠海说。

昔日“棒打狍子瓢舀鱼”的湿地，从退化

为光秃秃的盐碱地，再恢复到如今的芦苇满

塘、成为国家湿地公园，牛心套保蜕变的背

后，有许多科研人接续努力的身影。

2002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东

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刘兴土带队

来到牛心套保调研，针对牛心套保生态严重

退化问题开展科研攻关，治理退化成光斑盐

碱地的苇场。

修渠引水、恢复湿地植被、转变利用方

式……经过多年努力，源源活水注入牛心套

保，退化的湿地逐步恢复往日水草丰美的景

象。为了可持续发挥湿地功能和综合改良

利用盐碱地，团队还探索出盐碱湿地生态渔

业、芦苇资源化利用、盐碱稻田种养结合技

术等大批成果。

“盐碱地需要综合治理，合理释放盐碱

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有助于多方受益。”中

国科学院松嫩平原西部盐碱湿地生态研究

站站长文波龙读博期间便扎根牛心套保。

“刘兴土院士带领团队首创苏打盐碱芦苇湿

地苇—蟹（鱼）—稻复合生态模式，良性生态

循环让湿地生态功能显著提升，也让周围村

民收获经济效益。”文波龙说。

“再过 1 个多月，牛心套保的螃蟹蟹膏就

丰腴起来了。”文波龙介绍，科研人员长期坚

守、努力付出，不断完善苇田养蟹（鱼）、水生

经济植物栽培、苇基食用菌栽培、重度盐碱

地种稻、稻田蟹种培育等技术，实现了生态

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共赢。

如今，在“以稻治碱”为盐碱地重要改良

方式的松嫩平原西部地区，基于中国科学院

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的技术成果，盐

碱湿地河蟹养殖模式已经大面积推广，稻田

种养共作规模也在迅速扩大。

“改地适种”和“改种适
地”同步进行

去年，一场“擂台赛”曾在大安市海坨乡

盐碱地生态修复治理示范基地上演，吸引了

11 家单位参赛。比的是盐碱地生态修复治

理技术水平，目的是为了系统总结盐碱地改

良的先进技术成果。

“各单位在基础条件基本相同的地块上

通过采用工程、物理、化学、农艺以及生物等

措施综合治理盐碱地，实现了盐碱地当年改

良、当年种植、当年收获，为大安今后的盐碱

地土壤改良提供宝贵经验和科技支撑。”大

安市自然资源局土地整理中心主任王长志

介绍。

大安市位于白城市东部，辖域内盐碱地

近 100 万亩。多年来，诸多院校、科研单位和

企业在大安开展盐碱地改良试验。

在海坨乡的中科佰澳格霖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种植基地里，水稻迎风摇曳。殊不

知，2016 年春季，这里还是一片白花花的盐

碱地，地表只有零星的杂草。

“这里土壤 pH 值范围为 9.5—11，含盐

量在 0.4%—0.6%，碱化度在 32%—40%。土

壤不改良，农作物无法生长。”该公司负责人

孟宪东介绍，从 2016 年开始治理以来，历经

整地、施改良剂和有机肥等一系列程序，现

在这片地已经可以正常耕种，产量与正常地

块差距不大。

“2016 年以来，大安市已累计实施盐碱

地治理项目 11 个，新增耕地 12.73 万亩、粮食

产能 1.55 亿斤。”王长志说。

“改地适种”之外，“改种适地”也在同步

进行。

在白城市镇南盐碱地生物修复试验示

范区，白城市农业科学院院长任长忠正在试

验田里观察燕麦的长势。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研究燕麦育种，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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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长忠在白城这片盐碱地坚

守 30 多年，带领团队着力选育耐贫瘠、耐盐

碱的“白燕”系列燕麦品种。如今，团队已取

得 50多项科研成果，白城市域内外 28万亩的

盐碱地种上了他们培育的燕麦品种。

“就在眼前这片 500 亩的盐碱地上，我们

选育出了数个耐盐碱的燕麦品种。经过 10
多年连续优选种植，这里的土壤盐碱程度有

了明显改观。”顺着任长忠手指的方向望去，

满目青翠，1 米多高的燕麦苗正在风中摇曳。

吉林科学开展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

挖掘盐碱地资源潜力
本报记者 郑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