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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大战场镇

的盐碱滩上，成片新翻耕的玉米地中，有一小

块枸杞田格外显眼。

“这片枸杞，特意种在盐碱最重的地方。”在

大战场镇花豹湾村，杞翔天枸杞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缪昌和说，“周边枸杞种了十几年，眼见着

把白茫茫的盐碱地，种成了丰收的‘白银滩’。”

中宁县枸杞的种植面积达 18 万亩，其中近

10%都是中度以上盐渍化的土地。经过多年技

术创新，种植枸杞已经让近两万亩盐碱地得到

改良。目前，中宁县枸杞标准化规模种植面积

占到 78%，枸杞及其制品年网络销售额达 35 亿

元，市场年交易量达 13 万吨，全县枸杞产业综

合产值突破 130 亿元。小小的红枸杞，正在发

挥大作用。

种上枸杞苗，盐碱滩上有了
新的希望

1988 年，缪昌和从甘肃环县搬迁到花豹湾

村。头一年开春，便被当时恶劣的环境吓了一

跳。烈日当空的旱塬，入眼是白花花一片，“西

北 风 一 吹 ，白 碱 沫 子 沾 得 满 身 都 是 ”，缪 昌

和说。

日 子 还 得 过 ，村 干 部 带 领 村 民 开 荒 ，拦

碱水、修渠坝，撒下 2000 斤抗旱的大麦种子，

又细细施上生物肥。结果夏天一到，村民傻

了 眼 ：“ 满 打 满 算 ，只 收 了 一 架 车 ，颗 粒 还 是

瘪的。”

第二年，翻土，重撒葵花子，入秋一亩地只

打了 20 斤。“实在没劲儿了，这地真是种不出东

西。”缪昌和说，眼瞅着收不上粮，村民搬走大

半，可他还是决定留下。

深耕起垄、铺设薄膜、灌水冲碱……各种

方法试了个遍，但这么多年下来，花豹湾这片

白茫茫的盐碱地还是没有多大起色。

2007 年，听说县里有人在碱土上种枸杞致

富，缪昌和骑着摩托车进城，买了 2000 株枸杞

苗，种在了自己家的八亩五分地里。

种枸杞苗，缪昌和可是用了十二分心思。

挖沟架渠、深翻土壤，经过两年的精细呵护，到

了 2009 年夏天，遍地红艳艳的枸杞果晃得他眯

上了眼：“一亩地光干果就打了 300 多斤，能赚

1500 块，收入很不错！”

“枸杞耐盐碱能力强，适应范围很广。不

论是黄河滩涂还是山脚戈壁，在 pH 值 8.45—

9.5 的灰钙土、盐碱地上，枸杞都能正常发育，

产量也不错。”中宁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林业工程师何月红介绍，“枸杞植株成熟以后，

向下生长的根系可以吸收一些土壤里的盐类

物质，再通过树冠的蒸腾作用发散，一定程度

上改良了盐碱土壤。”

对于缪昌和来说，白茫茫的花豹湾第一次

被这么大片的绿意浸染，给他带来的不仅是丰

收，更是希望。

“2009 年开始，政府推广枸杞种植，免费提

供枸杞苗和种植技术。”缪昌和回忆，他拿出种

枸杞的收成，投入资金，积极通过各种试验，尝

试中和土壤的碱性。

一年年过去，花豹湾的土质不断改善，拿

缪昌和的话来说，“这地是越来越熟了”。如

今，缪昌和自家的耕地流转扩大到 90 亩，盐碱

滩上不仅种着枸杞，小麦、玉米、大麦也应有

尽有。

扩大枸杞规模，盐碱地改良
是前提

挂标牌、测土质、架滴灌，离花豹湾村不

远的地方，一场关于“盐碱地栽培枸杞模式”的

试验已进行多年。在宁夏百瑞源枸杞股份有

限公司的种植基地，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

研究所的“增碳隔盐”试验田里，新栽的枸杞苗

长势正旺。

来到试验地块，只见灌溉不久的黄土表面

结了一层土皮，一脚踩下，鞋子却陷入湿滑的

泥里。“你看，这说明土壤的盐碱度合适，水分

蓄积能力强。”百瑞源枸杞种植基地技术经理

王学军边走边解释。而在 50 米外的对照地块，

弯腰捡起一块土疙瘩，轻轻一掰，干燥的土就

碎成两块。“土壤是枸杞生长发育的基础，供给

养分和水分。这里的盐碱含量很高，土壤板

结，不光水很难渗进去，营养元素也失衡，植物

很难生长。”王学军说。

2021 年 3 月，这片试验田开始建设。无人

驾 驶 的 开 沟 机 在 白 茫 茫 的 盐 碱 地 上 挖 出 宽

60 厘米、深 80 厘米的定植沟，打破地下的僵土

层，拉开了盐碱地改良的序幕。

先在沟底铺设 20 厘米厚的玉米秸秆，再在

两侧铺设棚膜。打好基础后，铺上 1/3 的粗砂，

最后将挖出的土壤加入一定比例的牛粪，充分

混合改良后回填。

“层层铺设，为枸杞生长创造良好的土壤

条件。”王学军介绍，这些材料都取自中宁县当

地，“秸秆、牛粪可以为土壤增加有机质，同时

隔 离 盐 碱 。 铺 上 的 粗 砂 可 以 提 升 土 壤 透 气

性。”建设完成，试验团队栽上枸杞苗，又串联

起滴灌管道，减少水带来的盐分。

这种由宁夏农林科学院开发的技术被称为

“增碳隔盐”，在脱除土壤盐分的同时，可以改善

作物根系环境以提升土壤肥力。经过两年多的

培育，2023年夏天，试验田迎来了丰收。宁夏农

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秦垦回忆，那

时，四周都是白茫茫的盐碱地，漫步枸杞田，火

红的头茬枸杞果挂在枝头，娇艳欲滴。经过测

算，到 2023 年夏季，试验田土壤含盐量由种植

前的 9‰下降到 4.6‰，pH 值由 9.3 下降到 8.2，
枸杞植株成活率由 40%提高到 95%，试验田枸杞

产量和正常地块没有显著差异。

发展枸杞产业，用好特色
生态资源

“在发展中改良，也在改良中发展。把‘以

种适地’同‘以地适种’相结合，一方面选择种

植耐盐碱品种，另一方面也要改良土壤盐碱

性。”秦垦说。从事枸杞研究多年，53 岁的他走

遍国内主要枸杞产区，选育了多种枸杞新品

种。“只有两方面同时发力，才能使耐盐碱品种

种植和土壤改良相互促进，从而实现生态更友

好、成本更低且可持续的盐碱地治理方式。”秦

垦说。

“中宁县年降水量远小于蒸发量，盐碱土

地广布，总面积达到 10.31 万亩。也正是这样

独特的自然条件，造就了中宁枸杞的优良品

质。”中宁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刘

娟手握一把红艳艳的枸杞干果，用力一攥，松

手看，枸杞仍然粒粒分明，“黄河与清水河中碱

性苦咸水的浇灌，让中宁枸杞糖分含量少，铁、

锌、锂、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含量较高。”

向盐碱地要产业，更要发挥盐碱地潜力。

丰富的矿物质基础、相对较长的生长周期，让盐

碱地上的枸杞品质更优。“开展盐碱地综合改造

利用，才能拓展当地特色农业的发展空间。”中

宁县农田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杨建波说，“枸杞

是宁夏特色产业之一，解决枸杞产业发展过程

中的问题，需要因地制宜用好本地的特色生态

资源。”

如今，宁夏农林科学院开发的“增碳隔盐”

技术，已经从 40 亩的试验土地，推广到大战场

镇的 3000 多亩枸杞田里。

现在的花豹湾村，新翻耕的土地湿润松

软，轰隆隆的声音传来，那是缪昌和开着拖拉

机在田里耕作。“现在每年都有示范推广项目，

专家手把手教我们治理盐碱地，这么多年下

来，我也学会了不少。”缪昌和说，随着机器缓

缓前进，拖拉机上载有的有机肥可以通过两侧

的加压阀门直接灌注到地下 10 厘米的土壤深

处，让营养直入作物根系。“这种专门配比的有

机肥，可以减少土壤板结、增加疏松度、平衡土

壤酸碱，有机物含量也是普通肥料的 1.5 倍。”

缪昌和说。

去年，家里的枸杞田每亩增收了 100 斤干

果，坐在拖拉机上，缪昌和笑容满面：“有了新

技术，今年还能再丰收。过一个月你再来，这白

银滩上的枸杞花开，就是一片紫色的花海嘞！”

图①：花豹湾村的盐碱地改造试验田。

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供图

图②：鲜红的枸杞挂满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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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大

农业观、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特色农业和农

产品加工业，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盐碱

地综合改造利用是耕地保护和改良的重要

方面”。

我国盐碱地多，加强现有盐碱耕地改

造提升，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大文章，对树

立并践行大食物观、开展盐碱地综合改造

利用意义重大。

盐碱地上能种植什么作物？品质、销

量如何？发展盐碱地特色农业，如何与推

动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相得益彰？今起，

本版推出“美丽中国·来自盐碱地的食物”

系列报道，探访相关地区如何双向发力，实

现盐碱地上生态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
来自盐碱地的食物①来自盐碱地的食物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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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月 5日电 （记者李红梅）5 日，江南、

华南一带的降雨显著减弱，由于强降水、强对流天气范

围减小，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 5 日 6 时解除暴雨黄色

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但仍需关注山洪、地质灾

害风险。5 日 18 时，中国气象局分别与水利部、自然资

源部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地质灾害气象

风险预警。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西南和华南地

区多阴雨天气。

预计 5 日夜间至 7 日，吉林东部、辽宁东部、贵州西

部和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广东中北部、江西南

部、云南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中，

贵州西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上

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并伴有雷暴大风或

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预计 5 日 20 时至 6 日 20 时，广西西北部部分地区

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

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广东北部和南部

沿 海 等 地 局 部 地 区 发 生 地 质 灾 害 的 气 象 风 险 较 高

（黄色预警）。

气象专家提醒，降雨可能造成道路湿滑、能见度下

降，应加强交通运输安全管理，有出行需求的公众应提

前查询沿途天气和交通信息，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

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南方强降雨虽已减弱，但仍需

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公众应避免前往山区等地质

灾害易发区，远离河道、山边等危险地带，提高灾害防

范意识。

未来三天

西南和华南地区多阴雨天气

“设备电源、充电连接头温度无异常，充电桩指示

灯状态良好，可以正常充电。”5 月 1 日一早，在浙江杭

州市萧山区瓜沥镇梅林村公共充电站，前来充电的新

能源汽车井然有序。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网

杭州供电公司“零碳工程师”来涵彬和同事王露清，正

在现场开展充电桩特巡。

来涵彬从业 14 年，一直在电力营销工作一线，参

与了浙江省内多项规章制度的编制，和团队一起圆满

完成了 G20 杭州峰会、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等多项重

大活动的供电保障工作。

“‘五一’假期，是我们梅林村人气最旺的时候，每

天会有上千名外地游客前来，品尝美味的本地特产，畅

饮咖啡和美酒，享受悠闲乡村生活。”梅林村党委书记

杨燕江说，“电力部门很给力，总是先一步帮我们做好

保障服务，游客体验感好，今后也会常来。”

为了满足游客和当地村民的出行需求，梅林村建

设了一个光充储一体式的大型充电站，配备了大功率

充电桩、V2G 充电桩等多种充电设施。

“我们在假期前针对梅林村充电桩的运行情况、

保护装置、充电枪等设备进行了全方位检查，确保充

电设备运行正常。”来涵彬介绍。“五一”假期，来涵彬

和同事加大了对梅林村等热门旅游地电力设备的巡

检力度，开通了专项巡检与抢修热线，为人们出行提

供保障。

梅林村所在的瓜沥镇是萧山区的制造业大镇，并

承载临空产业，拥有工业企业 3000 多家。在瓜沥镇，

许多企业假期仍在加班加点生产。巡检完充电站，来

涵彬又赶往杭州祥路化纤有限公司上门服务。“我们对

假期不停工的企业进行走访摸排，为企业解决一些实

际问题，助他们一臂之力。”来涵彬介绍。

走进杭州祥路化纤有限公司的纺织生产车间，机

声隆隆，一台台纺织机轰鸣运作，车间内全自动生产线

正开足马力生产，工人们有条不紊地操作设备。来涵

彬绕过忙碌的生产线，走进不远处的配电室，检查了厂

区的生产、办公用电负荷情况，并对一些重要点位测

温，不时做着记录。

“供电人员主动上门来帮我们检查电力设备，有他

们在，我们的生产更有底气了。”杭州祥路化纤有限公

司综合部负责人朱利强说。

浙江杭州—

“五一”假期做好供电服务
本报记者 刘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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