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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啃的“硬骨头”

“以前这里要啥没啥，没想到现在靠着高
科技，庄稼居然能长这么高！”宁夏回族自治
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星海镇祥河村村民秦继
红指着即将收获的 600 亩高粱，脸上洋溢着
笑容。他告诉记者，自己务农30多年了，以
前从没对这片撂荒的盐碱地抱什么希望。如
今，经过改良，盐碱地“活了”！

像秦继红这样“没想到”的人不在少
数。毕竟，盐碱地自身的基础条件，多年来
确实很难让人乐观。

宁夏大学教授、宁夏盐碱地改良利用科
技创新团队负责人许兴介绍，宁夏南北狭
长，地势大体上是“南高北低、西部高差
大、东部起伏缓”。贺兰山脚下的石嘴山市地
处宁夏引黄灌区下游，“盐随水来”容易，

“盐随水去”却较难。特别是大武口区，“盐
碱双高”的耕地约占当地耕地面积的六到七
成，土壤盐碱使粮食产量受到很大影响，重
度盐碱地几乎无法种植粮食作物。类型多、
不好治、易反复，是盐碱地治理中最难啃的

“硬骨头”。
“从气象看，内陆地区降雨量少、水分蒸发

快；从地形看，当地地势低洼、排水不畅；从地
质条件看，这里地下水位高，含盐量大；从人为
因素看，以往农业种植灌排不协同，也容易加
剧洼地积水。这些都是形成黄河流域内陆盐碱
地的重要原因。”许兴说。

盐碱高、板结重、土壤瘦、排水难……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走进一处试验田，随机取
了一捧未经改良的土放进仪器。不一会儿，
仪器显示的 pH 值就高达 9.17。这种条件下，

如何让盐碱地成为“大粮仓”，着实需要科技
工作者们费一番脑筋。

“中国可供开发的盐碱地资源超过 5 亿
亩，但盐碱地综合治理一直以来都是全球
性难题。相比于碳酸盐较高的东北苏打盐
碱地和氯化钠较多的滨海盐碱地，宁夏的
黄河流域内陆盐碱地受地形和气候影响，
钠盐、镁盐、钙盐等通过虹吸作用纷纷向地
表汇集，盐碱成分更为复杂。”沈阳化工研
究院土壤修复研发总监李婷婷分析，换土
抬田、土壤掺沙、灌水洗田等传统方法尽管
可以在早期起到一定作用，但依然“治标不
治本”。短期效果过后容易加剧养分流失，
构建健康的土壤耕层变得更加困难。因此，
根治盐碱地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多方合
力、因地制宜。

两把“金钥匙”

白茫茫的盐碱地究竟是如何变成适合耕
种、实现高产的“绿洲”的呢？科研人员探
索出两把“金钥匙”，破解难题。

第一把，采取多重手段改良土壤，力争
“以地适种”。

“向盐碱地要粮食，最难的就是如何在作
物生长全周期破解土地盐碱化。”中化现代农
业有限公司西北大区项目经理胡元峰举例
说，盐碱地治理周期长、投入大，自己和同
事们在“AT1示范田”采用工程、化学、生
物相结合的方式，综合使用了包括暗管排

盐、遥感图像分析、水肥一体化、配套盐碱
地种植技术等组合拳进行“去盐除碱”。比
如，针对土壤结构差的问题，采取“深耕精
平+合理使用调理剂”的方法改善团粒结
构、提高土壤缓冲能力；针对土壤肥力低的
问题，采用增施有机肥、土壤调理剂、微生
物菌剂等措施提升地力。

胡元峰告诉本报记者，目前技术人员已
经构建了盐碱地土壤健康、耐盐微生物菌剂
和抗盐促生生物刺激素等研究模型，有针对
性地降低根际盐分、提高养分利用效率。经
过一年多的治理，这片原本像盖了“白被
子”的中重度盐碱地块，土壤含盐量已降至
36.5‰、盐度下降 20%、碱度下降 60%。“土
壤耕层生态逐步恢复，中重度盐碱地正在转
向轻度，大片曾经荒废的盐碱地种上了庄

稼、重获新生。”他说。
第二把，积极研发培育适合当地推广的

耐盐碱作物，做到“以种适地”。
“AT1示范田”这个名字的由来，就与耐

盐碱作物的种子选育有关。据了解，2023
年，中国中化旗下先正达集团中国首席科学
家、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
究员谢旗带领科研团队与多家单位协同攻
关 ， 发 现 并 完 成 验 证 的 耐 碱 相 关 基 因

“AT1”。“尽管盐碱地经过科学改良可以耕
作，但毕竟和正常耕地有所区别。这就需要
我们选育耐盐碱且具有经济社会价值的作物
进行育种和耕作。多项实验数据表明，利用

‘AT1基因’能够使高粱籽粒增产 20.1%，全株
生物量（青贮用）增加近30.5%。”谢旗说。

据了解，先正达集团中国紧密围绕“以种
适地”和“以地适种”相结合进行探索实践，建
立了温室苗期耐盐、耐盐碱测试体系和耐盐碱
作物田间筛选标准圃，通过玉米、高粱、燕麦
草、大豆等多品种试种试验，选择更耐盐碱的
作物及品种，开展 AT1 基因在不同作物的耐
碱机制工作，筛选出耐盐碱新种源21个。

“在播种前，大家还为种子穿上‘第二层种
衣’，提升其在盐碱环境中的适应性。”胡元峰说。

破“碱”成“蝶”

盐碱地治理需要大量资源投入，如何做
到可持续？多位专家认为，除了技术研究和
应用示范，还需要在产业推进和商业发展上
做文章，真正形成全产业链条发展模式，推
动社会各方积极参与。

当记者来到位于宁夏千叶青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时，看到工人们正在有序操作装
载机、裹膜机等设备进行玉米青贮饲料打捆
加工作业。每隔几分钟，就有一卷 1 吨重的
饲料下线。

“这些牧草和青贮饲料就是在改良后的盐
碱地上种出来的。”该公司董事长韩千说，在
和盐碱地打交道的过程中，企业最初想法只
是单纯的治理、利用盐碱地，但实践多了才
发现盐碱地形成的自然原因是无法人为消除
的。要想获得长期效果，必须放宽视野、顺
势而为，把盐碱地当作一种资源来利用，从
产业链的角度谋划发展方向。

韩千说，在农业领域素有“顺境出产
量、逆境出品质”的说法，意思是说肥沃的
土壤容易实现增产丰收，盐碱地等贫瘠的土
壤上作物生长慢，但也更容易产出优质农产
品来。枸杞、红枣、滩羊等宁夏知名特产，
就是盐碱地里出来的。

“循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开始尝试在盐碱
地改良的基础上种植耐盐碱牧草。牧草本身
卖不上价，我们就改造成人工牧场直接进行
放牧，最终提升每亩土地的经济附加值。”韩
千说，企业目前每亩地的载畜量可以达到 5
至7只羊，亩均产出每年可以达到上万元。

从产业链角度谋划盐碱地的改良、开发与
利用，既是企业的现实诉求，又是科研人员的
努力方向。“山西陈醋品质好，既得益于制作工
艺，更离不开那里优质的高粱。这为培育高品
质耐盐碱高粱种子提供了思路和动力。现在，
已经有科研人员开始研究口感好、耐盐碱的新
品种高粱，争取让这里的高粱能像其他健康粗
粮那样端上百姓餐桌。”谢旗举例说。

“总体看，贺兰山脚下的盐碱地改良既包
括了平整土地、暗管排盐、浅埋滴灌等前期
基础工程，又包括土壤改良、种子选育、根
际微域健康土壤环境等中期举措，还包括科
学种植、农事管理等后期维护，可以说是一
个综合性很强的项目。它用一整套的‘技术串’

‘服务串’，带动了全产业链发展，让荒芜的盐
碱地变成致富增收的绿洲。”李婷婷说。

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区委书记汤瑞
说，“下一步，我们将在更多土地盐碱较重的
区域推广这些举措，大力发展富硒特色农
业，破‘碱’成蝶。”

中化在宁夏探索全链条盐碱地治理——

连片盐碱地变身致富田
本报记者 王俊岭

9月的宁夏，位于贺
兰山脚下的石嘴山市平罗
县灵沙乡，1.75万亩高标
准农田集中连片，成熟的
玉米和高粱让这方土地显
得格外生机勃勃。初来乍
到的人很难想到，就在几
年前，这里还是大片白茫
茫的盐碱地。

中国是盐碱地大国，
盐碱地面积排名世界第
三，主要分布在东北、西
北、华北及部分沿海地
区。其中，宁夏引黄灌区
有约248万亩，土壤整体
有机质低、中重度盐害碱
害土壤占比大，普通农作
物难以生长。

大片盐碱地如何变成
高产田？科技工作者采取
了哪些措施？近日，记者
深入当地进行了采访。

中国石化在非洲实施“乡村打井”等惠民生项目——

“再不用长途跋涉取水了”
本报记者 廖睿灵

江西省赣州蓉江新区在推进城市更新行动中，充分利用城市中的边角地、闲置地规划和建设“口袋公园”，
配套建设彩色游步道、绿道、儿童游乐区、休闲健身区等功能型设施和场所，改善人居环境，提高市民生活品
质。图为赣州蓉江新区新世纪公园景色宜人。 朱海鹏摄 （人民视觉）

““花园城市花园城市””宜居宜游宜居宜游

上图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平罗县，改良盐碱地上的玉米迎
来了丰收。

改良盐碱地离不开一系列高科技手段的应用。左图为中化现代农
业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在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灵沙乡德润农场数字化
可视平台查看玉米地遥感图像。

下图为中化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在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
盐碱示范田查看玉米长势。

均为康浩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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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2024 年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召开期间，一项贷款协议在
北京顺利签署——这是由中国石化新
星公司所属中地海外公司承建、中国
进出口银行提供优惠贷款的塞内加尔
乡村打井二期项目签署贷款协议。该
项目是中地海外公司在塞内加尔承建
的第三个优惠贷款项目，建成后将惠
及超100万人口。

扎根非洲大陆，坚持“开放合
作、互利共赢”，多年来，中国石化
在积极与非洲国家开展能源合作的同
时，也着眼改善民生问题，建成一项
项深受欢迎的民生工程。

位于非洲西部的塞内加尔临近撒
哈 拉 沙 漠 ， 旱 季 最 高 气 温 超 过
40℃。过去，这里农村地区的村民常
年受供水设施老旧、生活基本用水得
不到保障而困扰。塞内加尔久尔贝勒
区的巴林村就是昔日“缺水村”之一。

“以前想打水很困难，村里只有一
口井，而且常年缺乏维护。”迪奥姆是

中地海外塞内加尔公司乡村打井工程
的一名水井协调员，据她回忆，以前当
地村民为了打水，常常得凌晨就开始
排队，邻村村民要走两公里路才能到
水井处，打水的队伍总是排到午夜。为
此，村里很多年轻人都无法去上学。

中国企业的“打井工程”改变了这
一局面。乡村打井工程是中塞双方落
实“十大合作计划”的举措之一，巴林
村等村庄的新水井，就是中国提供融
资实施塞内加尔乡村打井工程的一部
分。有了新水井，不仅当地村民能喝上
干净的饮用水，农业和畜牧业用水也
有了更好保障。“中国朋友给我们村修
了3个取水点，再也不用长途跋涉几
个小时去取水了。”塞内加尔西部久
尔贝勒大区村民姆巴凯说。

据介绍，中地海外公司建设的乡
村打井一期项目，已遍布塞内加尔全
国 14 个大区中的 12 个，已累计建设
177 个水塔、234 口水井、约 1800 公
里供水管网。目前，该公司累计在非

洲完成互联互通项目283个、城市综
合供水工程 68 个、民生改善项目 36
个。这些工程共同构成了中国石化在
塞内加尔的民生品牌“乡村打井”项
目，成为中非友谊与合作的见证。

类似的民生工程还有很多。在位
于非洲东北部的埃及，中国石化国勘
公司和阿帕奇公司共同实施女童教育
帮扶计划，以修建和资助女童学校为
主，支持学龄女童接受教育，目前已
在当地修建 200 余所女童学校，1.5
万名女童从中受益。

在位于非洲东部的肯尼亚，被誉
为“中肯友谊之路”的内罗毕市政道
路、被称作“云端之路”肯尼亚乡村
道路、作为“东非第一路”西卡高速
公路等，为当地人民生活提供了便
利。目前，中国石化石油工程建设公
司、中地海外公司等企业在当地修建
了总里程达 546 公里的“民生路”，
帮助当地产品走向市场甚至跨洋远
销，为当地经济发展打通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