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4 神州速览 2023年6月1日 星期四
责编：邱海峰 邮箱：hwbjjb@163.com

产 业 协 同 发 展
是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三个率先突破
领域之一，对疏解
北 京 非 首 都 功 能 、
推动区域高质量发
展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
部会同国家发展改
革委、科技部等有关
部门以及京津冀三
地政府共同编制了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
展实施方案》。

据 介 绍 ， 京 津
冀产业协同发展已
取得积极进展。2022
年，京津冀地区工业
增加值实现 25114.4
亿 元 ，是 2013 年 的
1.5 倍 ，年 均 增 长
4.5%，占全国比重为
6.3%。三地强化优
质企业培育，筑牢
工业稳增长压舱石。
截至2022年底，京津
冀地区共有规模以
上 工 业 企 业 25160
家，比2013年增加了
15.8%；累计培育国
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1100 多家、

“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 7000 多家，占全
国 比 重 分 别 达 到
12%和9%。

产 业 结 构 持 续
优化。北京高精尖
产业快速发展，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高
位推进。2014 年以
来北京全市累计退
出一般制造和污染
企业近 3000 家。天
津构建以智能科技
产业为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全国
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累计
达到 77家，位列全国主要城市第三。河北产业
转型升级试验区建设取得重大成效，制造业单
位数区域占比由协同前的 54.6%提升至 2021 年
的79.3%。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推动京津冀产业
协同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到 2025年，京津冀产
业分工定位更加清晰，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
合，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协同创新实现新突
破，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完善，培育形成一批
竞争力强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和优势产业链，对
京津冀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更加凸显。

围绕上述目标，未来将加快推动优化区域
产业分工和生产力布局、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
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增强区域产业创新体系
整体效能、协同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培育壮
大优质企业群体等。

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
平。包括深化产业链区域协作，协同培育新能
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氢能、工
业互联网、高端工业母机、机器人等 6 条重点
产业链。建立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监测
和协同保障机制，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
争力。

增强区域产业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瞄准人
工智能、集成电路、生命科学、空天科技等前
沿领域，强化京津冀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力
攻克一批产业链共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推
动开放型创新载体建设，加强重点实验室等平
台建设，打造产学研结合的跨京津冀科技创新
生态，联合实施一批科技重大项目。

工信部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推进京津冀深
化改革创新，推进资质互认、信息互通，加快
政务服务一体化，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
商环境，切实保护好中小企业合法权益。在京
津冀地区探索实行产业协同链长负责制，协同
开展产业链强链补链畅链工作。探索建立跨区
域重大项目、园区共建的协同招商、落地实
施、利益分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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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通过搭建产业创新
扶持平台、加强精准服务等措施，培育“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助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图为
工人在秦皇岛市海港区一家汽车电路企业的生
产车间忙碌。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开发利用潜力大

——全球盐碱地多利用1%，相
当于世界粮食增产5000万吨，能够
满足1.2亿人一年用粮需求

在山东东营垦利街道五庄村，粮农胡
长海正忙着麦收。聊起眼前这片地，胡长
海很感慨：“过去，俺们这光秃秃的，满是
白毛碱，种啥都长不起来，那真是‘十年九
不收，糠菜半年粮’。”

“东营地处黄河尾闾、渤海之滨，作为
退海之地，土壤盐渍化严重，全市约有盐
碱地 341 万亩，占山东全省盐碱地面积的
38.2%，是规模和利用难度都比较大的三角
洲型盐碱地。”东营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从粮食生产角度看，东营盐碱耕
地面积 196 万亩，约占全市耕地面积的
60%，“向盐碱地要粮”一直是东营农业发展
的重要着力点。

东营是一个缩影，“盐碱地上种粮难”
是世界性问题。据统计，盐碱地遍布全球
六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积超过8.3亿
公顷。在这些地方，土壤盐分和碱含量明
显高于正常值，作物很难生长，其中当土
壤含盐量超过 6‰时，作物出苗率将低于
50%，产量减少90%，几乎没有收成。

“中国有 15 亿亩盐碱地，类型多样，
除了山东等沿海地区，东北松嫩平原、内
蒙古河套地区、新疆地区也有大量盐碱
地。”山东省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盐碱地综合利用服务中心研究员
刘志鑫介绍，15 亿亩中约 5 亿亩有开发利
用潜力，如此大面积的土地资源，如能充
分利用起来，将有效增加耕地、保障粮食
安全。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中
国实践，在改良后的盐碱地种植水稻，平
均每公顷产量可达6吨。如果全球盐碱地能
多利用 1%，相当于世界粮食增产 5000 万
吨，按人均占有 400 公斤计算，能够满足
1.2亿人一年用粮需求。

对于这样的潜力，胡长海有着真切感
受：“经过10多年努力，曾经的盐碱滩正在
变成‘米粮川’。去年麦子平均亩产超460公
斤，创下盐碱地小麦高产典型。照眼下形
势看，今年这茬收成差不了，俺希望以后
还能再多收点。”

加大改造提升力度

——把握水盐运动规律，协调
好水和盐的关系，培肥土壤

如何进一步发挥潜力，在盐碱地上多
打粮？加大改造提升力度是重要一环。

专家表示，盐碱地治理难度大，其重
要原因就像农民常说的“碱是天生的，盐是
地长的，无法完完全全去掉”，应充分把握
水盐运动规律，协调好水和盐的关系。

“以前的治理模式就是简单的‘灌水洗
盐’，虽说效果挺明显，但 1 亩地得用 180
到200立方米的水，大量的淡水资源被浪费
掉。而且随着水分蒸发，深层盐碱还会通
过蒸腾作用产生次生盐碱化。”刘志鑫说，

“通过积极探索，我们开始采用管道节水降
盐、微咸水利用等新模式，用管道代替过
去的渠道，小沟代替过去10米宽的深沟，3
年可将盐分从 4‰至 6‰稳定控制在 3‰以
下，节约淡水38％以上。”

据介绍，山东有近900万亩盐碱地，根
据盐碱地现状及特点，采取挖沟排盐、种

稻改盐等方式进行盐碱地改良。通过改
良，全省盐碱耕地可种植粮食360万亩、棉
花100万亩、枣树100万亩、牧草10万亩。

在新疆，“吃盐植物”正在成为盐碱地
改造提升的“利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
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田长彦介绍，新疆是
中国盐渍化土壤面积最大的分布区，盐渍
化对其农业影响巨大。“在调查和生产中我
们发现，有些盐渍化土地上虽无法生长常
见的甜土植物或农作物，却生长了不少

‘吃盐植物’，它们能把盐从土里‘吃掉’、
移走。我们从中筛选出一些具有饲料价
值、经济价值的进行试种，第一年土壤盐
分就降低了40%，第二年降低60%以上，第
三年降低85%到90%，使盐碱地成为能正常
种植的土地。”田长彦说。

除了控盐，还得培肥土壤。作为世界
三大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之一，吉林省
西部地区近年引入多家科研院所及企业，
采用有机硅、磷石膏、高分子缓释肥、脱
硫石膏等多种土壤改良剂，取得了不错的
效果。

“我和盐碱地打了 7 年交道，第一年在
盐碱地种水稻，由于缺少科技方法，每亩
只收200多公斤。2017年，在专家指导下改
良土壤，亩产达到了430多公斤，去年达到
500 公斤以上。”位于吉林西北部的大安市

新平安镇农民郭晓红说。

不仅“改土”，还育“新种”

——优质耐盐碱作物品种的培
育与推广种植，将有效提升盐碱地
产能

仅“改土”还不够。关键得转变育种观
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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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质耐盐碱作物品种的培育与推广种
植，将有效提升盐碱地产能，对于保障粮
食安全意义重大。”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研究
员谢旗和他的团队不久前首次发现作物主
效耐碱基因 AT1，并揭示了其作用机制，

“在理论突破的基础上，我们利用AT1基因
对相关作物进行了耐盐碱育种改良并开展
大田实验。其中在宁夏平罗盐碱地，高粱
籽粒增产 20.1%，谷子增产 19.5%；在吉林
大安盐碱地，水稻增产22.4%至27.8%。”

随着理念的变化，各地区各部门加快
行动，越来越多耐盐碱植物新品种在盐碱
地上诞生。在河北南皮，“小偃60”品种1亩
能产 550 公斤左右小麦；在东营，“盐黄香
粳”亩产 505.1 公斤，外观品质和加工品质

达到优质米一级标准；在宁夏，科研人员
在河套平原盐碱地上选育了枸杞、玉米、
水稻、葡萄等多个耐盐碱新品种，产量实
现大幅提升。

日前，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
中心正式揭牌成立。该创新中心由中国农
科院等单位联合国内 18 家盐碱地科研院校
企业等优势单位共建，聚焦盐碱地生物育
种、盐碱地产能提升和盐碱地生态化利用
三大关键领域，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培育
耐中度盐碱的粮油、饲草、特种经济作物
新品种 （系） 80 个以上，耐盐碱作物新品
种推广面积达到 3000万亩，带动 1300万亩
盐碱耕地质量普遍提升1-2个等级，单位面
积综合产能提高25%以上。

“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的
成立，就是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由改地
适种变为改种适地。预计经过一段时间发
展，能推动1亿多亩盐碱地得到利用，供应
更多粮油和食物。”中国农科院副院长梅旭
荣说。

农业农村部表示，接下来，将发挥农
业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根据盐碱地普查
结果分区域分类型开展改造提升，加强适
宜盐碱地作物品种开发推广，推进农机农
艺配套和加工技术装备研发，以综合性措
施推动这一战略问题破题。

中国有15亿亩盐碱地，是全球第三大盐碱地分布国家——

唤醒“沉睡”的耕地后备资源
本报记者 邱海峰

盐碱地，贫瘠的代名词，“十年九不收”
是它曾经的标签。

盐碱地，潜在的“新粮仓”，分布广、面
积大是它鲜明的特点。

作为全球第三大盐碱地分布国家，中国
有15亿亩盐碱地，相当于现有耕地面积的近
八成。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强化治理改

造，推动盐碱地面积总量减少、重度盐碱地
面积比例持续降低，综合利用取得积极进
展。5月17日，农业农村部作出新部署，明
确要系统谋划、整体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

唤醒这一“沉睡”的耕地后备资源还面临
哪些难题？未来前景如何？本报记者就此进
行了采访。

本报北京电（记者寇江泽）
环境影响评价是在发展中守住
绿水青山的第一道防线，对于
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
着重要作用。记者近日获悉，
2022 年，全国共审批建设项目
环评 12.3 万个，总投资约 23.3 万亿元。今年以来，生态
环境部已审批重大基础设施和资源开发、煤炭保供、重
大产业项目等环评 14 个，涉及总投资超过 600 亿元。1 至
4 月全国共审批 3.38 万个项目环评，涉及总投资超过 6 万
亿元。

非化石能源发电行业发展迅猛。2022 年，环评审批涉
及光伏发电项目 952 个，同比增长 132.2%；风电行业项目
586个，同比增长36%；抽水蓄能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期，涉

及此类项目22个，占水电行业的88.8%。
环境治理行业保持高位发展态势。2022 年，垃圾焚烧

发电行业平稳发展，有关项目可新增处理能力3.5万吨/日；
一般固废处置和利用项目2088个，同比增长24.7%；危险废物
治理项目 1596 个，同比增长 27%；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项
目1794个，同比基本持平，投资2631.2亿元，同比增长6%；全
国共备案脱硫、脱硝、除尘等大气污染治理项目环境影响
登记表3.03万个，连续3年超过3万个。

基础设施、新兴行业等重
大 项 目 投 资 拉 动 效 应 显 著 。
2022 年，水利建设力度显著加
大，环评涉及的项目、投资同
比分别增长 53.9%、98.6%。南
水北调引江补汉工程、淮河入

海水道二期、环北部湾广东供水工程等一批重大水利工程
完成环评审批。铁路建设快速推进，公路建设仍维持较大
规模。锂离子电池制造项目，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项目，投资增长明显。

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表示，生态环境部将持
续做好环评服务保障，既努力支撑服务保障好经济平稳运
行，又努力守好生态环境底线，以高水平保护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

前4个月全国审批3.38万个项目环评
涉及总投资超过6万亿元

▶ 内蒙古达拉特旗3.8万亩盐碱地改良的水
稻田正进入插秧期。达拉特旗位于黄河岸边，多
年来，当地对盐碱化耕地实施改良，种植耐盐碱
水稻品种，帮助村民增收致富。图为达拉特旗昭
君镇村民在盐碱地改良水稻田中使用农机插秧。

新华社记者 刘 磊摄

▲ 吉林西部地区有盐碱地上千万亩，近年当
地探索河湖连通、以水改土、科技赋能、引资奖
补等绿色治理措施，让一度生态恶化的西部重现
水草丰美、候鸟翔集的生态底色，实现新增耕地
46.62万亩，粮食产能增加上亿斤。图为吉林西部
地区大安市海坨乡粮食收获场景。

李晓明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