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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微咸水是非常规水源之
一，其开发利用对于优化水资
源配置体系、提高水资源利用
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今年 5月
1 日起将施行的《节约用水条
例》提出，将再生水、集蓄雨
水、海水及海水淡化水、矿坑
（井）水、微咸水等非常规水纳
入水资源统一配置。

近年来，河北沧州以科研
成果为引领，在盐碱地上因地
制宜开展微咸水综合利用，探
索了一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
益双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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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宁 3月 26日电 （记者张云河）日前，记者从广西

壮族自治区林业局获悉：广西不断扩大林业生产规模，通过开

展植树造林、伐木作业和油茶生产，为农民创造大量就业创收

机会，林业强农惠农政策落实有力。

今年前 2 个月，广西完成新造油茶林 11.02 万亩、植树造

林 101 万亩。2023 年，广西下达林业生态效益补偿、天然林停

伐管护补助、退耕还林补助等资金超 16.7 亿元。2024 年，广

西计划选聘续聘生态护林员 6.3 万名以上，落实中央生态护林

员补助资金 5 亿元以上。截至今年 2 月底，已选聘续聘生态护

林员 6 万多名，发放补助资金 8000 多万元。

落实林业强农惠农政策

广西计划选聘续聘生态护林员6万多名

本报北京 3月 26日电 （常钦、刘晓

宇、余乃鎏）近日，自然资源部在福建省

厦 门 市 召 开“ 学 习 运 用‘ 厦 门 实 践 ’经

验 推 动 国 土 空 间 生 态 修 复 现 场 交 流

会”，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

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工作，以高水平

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记者在会上了解

到，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国家规划+重

点区域流域海域规划+地方规划”的国

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体系，从山顶到海

洋、从高原到平原、从国家到地方的生态

保护修复蓝图基本形成。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部长王广华

说，经过 36 年不懈努力，今天的筼筜湖

已成为国内外海岸带综合管理的成功范

例。今天的厦门已成为全球海湾型城市

高质量发展的引领者。“厦门实践”是统

筹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的宝贵探

索和生动案例。自然资源部坚持“严守

资源安全底线、优化国土空间格局、促进

绿色低碳发展、维护资源资产权益”的工

作定位，扎实开展各项工作，推动国土空

间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明显成效。

坚持规划统筹引领，国家生态安全

战略确立新格局。自然资源部印发首部

“多规合一”的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

完成“三区三线”划定，率先在国际上提

出和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划定陆域

生态保护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的 30%以上，建立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坚持激励约束并举，生态保护修复制度机制建设实现新

突破。自然资源部推动将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纳入领导干部自

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出台项目规范实施和监督管理相关制

度，国办出台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见。

坚持系统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取得新

成效。自然资源部实施 52 个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修复工程（“山水工程”），完成修复治理面积超过 1 亿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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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 月 26 日电 （记者张天培）记者从公安部获

悉：近日，公安部部署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

南、重庆、贵州、四川、云南等 11 省份公安机关，集中开展打击

长江流域污染环境犯罪区域会战。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涉固体废弃物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环境领域弄虚作假等突出

违法犯罪活动，坚决守牢环境质量底线，全力护航平安长江和

美丽中国建设。

据了解，公安机关将深入开展“昆仑 2024”和平安长江专项

行动，坚持专项治理与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依法治理

相结合，坚持打早打小与打大攻坚相结合，全力防控长江流域环

境风险；强化线索摸排，会同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对危险废物所涉

及的单位、区域和环节开展全面排查，把握预警、防范、打击污染

环境犯罪主动权；强化破案攻坚，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对象、重点

行为和突出问题，实施全环节、全要素、全链条打击；提高打击质

效，以个案全链条打击牵动类案规模化打击；加强协同配合，进

一步整合警务资源、统筹部门力量，进一步密切行刑衔接。

近年来，公安机关坚持依法严厉打击长江流域污染环境

犯罪，积极会同相关部门深入推进生态环境整治，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

公安部部署打击长江流域污染环境犯罪
11省份公安机关开展会战

春光明媚，渤海之滨的河北沧州，连片冬

小麦正陆续返青，目之所及，翠绿麦苗焕发着

勃勃生机。

多 年 前 ，这 里 还 是 一 片 白 茫 茫 的 盐 碱

地，“出村往外瞧，一片白面瓢。神仙来种地，

难拿二成苗”。

盐随水来，也随水去。 2013 年，我国重

大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

程”启动。作为项目核心区，沧州依托中国科

学院南皮生态农业试验站（以下简称“中国科

学院南皮站”）进行科技创新，大力开展微咸

水灌溉与利用、咸水结冰灌溉、耐盐节水优良

品种推广应用等工作，治理培肥盐碱地，提高

作物产量。

微咸水灌溉，节省淡水
促进增产

眼下，去年秋天种下的冬小麦已有 10 厘

米高。连日来，中国科学院南皮站副研究员

董心亮深入沧州市南皮县潞灌乡曲庄村的田

间地头，进行苗情调查，指导病虫害防治，为

农户答疑解惑。

“去年用微咸水灌溉的 800 亩玉米卖得

不错，亩产增长近 50 公斤；今年春天冬小麦

长势也挺好，多亏了中国科学院南皮站科研

人员的指导。”曲庄村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张培庚说。

沧州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淡水资源紧

缺，盐分随蒸发聚集地表。2013 年，张培庚

承包了数百亩土地。然而，由于土地存在的

盐碱化问题，小麦亩产量不理想。

治理土壤盐碱化，关键是压盐。“以往用

淡水压盐，主要采取修水渠、挖排水沟等工程

措施，甚至抽取深层地下水，淋洗地表盐分，

在压盐的同时灌溉了作物。虽然效果明显，

但要消耗大量淡水资源。”董心亮说。

问题怎么解决？科研人员将目光投向了

当地较为丰富的微咸水资源。

据介绍，一般将含盐量 2 至 5 克/升的水

称为微咸水。在盐碱地区域，浅层地下水和

地表径流汇集的洼地积水大多是微咸水。

“通过实验发现，在中轻度盐碱地，每年

春季冬小麦的拔节期，采用一次微咸水代替

淡水进行灌溉，既不影响小麦的产量，还能有

效节约淡水资源。”董心亮说。

于是，在南皮县，科研人员大力实施微咸

水灌溉与利用。曲庄村有片洼地，集满了雨

季降水及横向渗透的浅层地下水，成为一个

大水坑。“我每年种一季小麦，都会用这里的

水灌溉一次。”张培庚说。

据悉，洼地蓄积的雨水通过与浅层地下

咸水进行水体交换，含盐量约为 3 克/升。作

物对盐分具有一定耐受性，微咸水不会危害

作物生长。在春季（旱季）生长关键期，作物

得到灌溉；夏季，降雨渗入地下，又可淋洗因

微咸水灌溉留在地表的盐分。

张培庚所在合作社的土地是微咸水灌溉

的首批示范田。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南皮站

科研人员每到小麦返青、收获，玉米播种、秋

收等重要时间节点，都过来指导农民采用微

咸水安全灌溉，同时推广抗盐碱、抗倒伏的优

质小麦品种。

“如今，改良后的土壤上，小麦和玉米产

量 有 了 显 著 提 升 ，给 合 作 社 带 来 丰 厚 的 效

益。”张培庚说。

咸水结冰灌溉，改良重度
盐碱荒地

从南皮县向东，是沧州市海兴县。

连日来，中国科学院南皮站海兴试验基

地的科研人员在 600 亩试验田上进行土地翻

耕、培肥，为后续种植秋葵和棉花做准备。

“4 月种 棉 花 ，5 月 种 秋 葵 。 等 到 了 秋

天 ，就 可 以 看 到 碧 绿 秋 葵 一 望 无 际 ，饱 满

的 果 荚 包 裹 着 鼓 鼓 的 籽 粒；棉花的棉絮雪

白饱满……”中国科学院南皮站副站长郭凯

说，10 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撂荒的重度盐

碱地，什么农作物都难以生长。

相比南皮县，海兴县距离渤海更近，土壤

盐碱化程度更重。“其他地区洼地里的是微咸

水，而这里的咸水含盐量甚至超过 10 克/升，

无法直接用于灌溉。”郭凯说。

这样的重度盐碱地怎样改良利用？

“这里的咸水不能灌溉庄稼，但能用来治

理盐碱荒地。”郭凯介绍，针对滨海地区地下

水位浅且矿化度高的特点，他们采用咸水结

冰灌溉技术改良盐碱地。

每年冬天，海兴县气温降至零下 10 摄氏

度左右时，科研人员都会抽取浅层地下咸水

灌溉到重度盐碱地上，这些水会迅速在地表

结成冰层。

“就像小时候吃冰棍，开始几口很甜，往

后 越 来 越 淡 ，那 是 因 为 糖 度 高 的 部 分 先 融

化。”郭凯解释，“咸水也类似。不同浓度的咸

水冰点不同，等到来年开春，随着气温升高，

高浓度结冰咸水会因冰点低先融化并渗入土

壤，带走地表大量盐分；随后，低浓度的微咸

水、淡水陆续融化，持续淋洗地表盐分，最终

实现压盐效果。”

经过数年实验，郭凯和科研团队成员发

现，冰层一次性全部融化淋洗后，重度盐碱地

表层土壤含盐量能从 10 克/千克降到 3 克/千
克，效果明显。

“应用咸水结冰灌溉技术，盘活了盐分在

土壤、地下水等环节的循环过程，降低了土壤

表层盐分。”郭凯介绍，不仅如此，咸水结冰

后，冰层可以阻挡地表水分蒸发，避免含盐量

上升。

这项技术试验成功后，周边十里八乡的

乡亲也主动上门学习。“我们不仅在海兴县的

重度盐碱荒地示范应用咸水结冰灌溉技术，

还逐步在唐山、天津等滨海地区推广。经过

治理，重度盐碱荒地可以用于棉花、油葵、枸

杞等耐盐作物的种植。”郭凯说。

目前，咸水结冰灌溉技术已累计推广并

改良重度盐碱地达 5 万亩。

丰富技术手段，更好挖
掘资源价值

那么，长期使用微咸水灌溉，会不会造

成 土 壤 次 生 盐 渍 化 ，从 而 加 重 地 区 盐 碱 化

问题？

近日，在中国科学院南皮站的试验田里，

董心亮等科研人员正在调配不同比例的微咸

水，对不同地块的同品种小麦进行灌溉试验，

积累数据。

董心亮介绍，经过大量试验发现，长期使

用偏咸的水灌溉，的确会引起土壤次生盐渍

化。但土壤自身品质也起到重要作用，土壤

中的有机质可以有效抑制盐分聚集，有助于

作物生长。

“在一定范围内，土壤有机质含量越高，土

壤可承受灌溉的咸水浓度就越高。试验数据

显示，当有机质含量约为 18克/千克时，小麦能

承受的灌溉咸度最高。”

于是，近年来，科研人员通过增施有机

肥、改良剂或生物碳等提升土壤质量。“我们

正在对试验数据进行分析总结，形成可示范

推广的盐碱地土壤质量提升技术，在不减少

作物产量的前提下，让更多的咸水资源得到

利用。”董心亮说。

近日，在位于海兴县辛集镇的沧州正大

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养殖池

内池水干净，池底的水草清晰可见，里面畅游

着大大小小的龙虾。

“咸水正适合龙虾等生长。重度盐碱地

种庄稼不行，一些耐盐牧草却能成活，适合发

展生态养殖。”海兴县副县长宋红霞介绍。

在“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项目带动下，

如今在环渤海地区，自西向东依次分布着节水

优质农产品带、盐碱生态草牧业带、沿海生态

保育带。

“未来，我们会根据不同区域水盐条件因

地制宜推进综合利用，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

效益的双赢。”中国科学院南皮站站长孙宏

勇说。

上图：董心亮（右）和学生在试验田里观察

麦苗长势。 本报记者 张腾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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