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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美耕地美

“我走这条路太对了。”山东省平
邑县卞桥镇蒋家庄村的蒋胜林刚领到
11 月份的 1 万多元货款，兴奋地对笔
者说。

从 2006 年 6 月，蒋胜林开始接触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蒋高明科研团
队，当时研究人员跟他谈种地不上化
肥、不打农药、不用地膜，也不用激
素，他根本不相信。经过两年的试
种，三年地力转型，到2011年，他终
于种出有机蔬菜和粮食。接着又在苹

果上做试验，又经过三年，到 2014
年，苹果也成功了。

蒋胜林是蒋家庄村的村民，上世
纪 70 年代初中毕业。他是早期加入弘
毅“六不用”种植的农民之一，在其经
营的 10亩土地上，有 73个物种，“六不
用”农产品销售的货架期达 355 天，其
生产的农产品不存在滞销问题。

“我生产的东西几乎每天或多或
少都有送给农场销售，农场每个月和
我结清，从不拖欠。”蒋胜林说。

蒋胜林说的农场，叫弘毅生态农
场，位于山东省平邑县蒋家庄村。该
农场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
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蒋高
明，带领团队建立的实验型农场，他
们的主要做法是“六不用”，即不用
农药、化肥、除草剂、地膜、激素和
转基因种子，转而使用他们研发的十
几种专利替代技术。他们养殖了 300
头牛，全面替代了 600 亩地使用的化
肥，饲料来自废弃的作物秸秆，另外

几百亩地采用鸡粪、羊粪、猪粪、兔
粪等动物性有机肥和豆饼花生饼等植
物源有机肥；用“物理+生物”方法
防虫；用“机械+人工”方法除草；
用粉碎的秸秆或树叶等替代地膜等。

以害虫控制为例，农场采用高频
紫外诱虫灯夜间捕虫，高压电网触
杀，害虫成了鸡的食物，达到灭杀害
虫的目的。除了诱杀害虫，他们还大
量培育天敌。由于 13 年坚持不打农
药，其它捕食性天敌和寄生性天敌，
如蜘蛛、捕食螨、寄生螨、线虫、益
鸟、两栖类、兽类及鱼类等也出现在
农场中。

通过堆肥、深翻、“人工+生物”
除草、“物理+生物”法防治病虫害、
保墒等措施，整合“禽粮互作”优
势，弘毅生态农场早在2011年就实现
了“六不用”小麦玉米吨粮田 （即亩
产2000斤以上）。

弘毅农场模式为“六不用平台+
农户”模式。弘毅生态农场负责聘请
种植、养殖和植保等方面的专家对农
户种植和养殖技术进行全面指导，并
对他们的劳动进行分工和管理，农民
只需要付出劳动力生产产品，生产的
产品由企业代为销售。

由于停止使用农药、化肥、除草
剂、地膜、人工合成激素和转基因种
子，坚持常年有机肥养地，土壤有机
质从 0.7%提高到 5%，恢复了土壤地

力；温室气体由净排放逆转为净吸
收，潜力达 11.5 吨二氧化碳当量/公
顷/年；从源头减少面源污染，告别

“白色污染”，恢复生态平衡，使农田
重获生机。

从源头控制有害物质进入农田，
不仅实现了农作物高产，而且优质安
全，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消费者愿
意以高价进行购买，价格为普通农产
品价格的 3-5倍，实现了 5000-10000
元/亩的净收益。

经过13年的发展，弘毅生态农场
在全国推广基地 50 家共计 20 多万
亩 ， 城 市 消 费 会 员 7000 多 人 （家
庭），60%的会员来自北京、上海、广
东、浙江等经济发达省市。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草业系统工程
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李毓堂最近两次
现场考察弘毅农场，对其高度评价
道：“弘毅生态农业模式从模式上，
创立了生物新技术密集配套集成的大
农业系统工程模式，实现了农业资源
节约、物质能量循环、生态环境优
化、优质高产高效、生产成本降低、
收益大幅增加，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
大幅提高。”他说，弘毅的秘诀在于
近四年来把前九年研发的生物科技单
项成果综合配套应用，达到系统集
成。基本实现了两院院士钱学森讲
的，发展知识密集型农业产业要把一
切先进的生物等技术都用上。

“生态经济是最美的经济。”广
西大化瑶族自治县七百弄乡弄雄村
弄肥屯现年33岁的村民蓝小锋说。

以前，依靠在山上开荒的几亩
贫瘠不堪的山地发展种植业，蓝小
锋一家的温饱问题一直难以解决。

2009 年，蓝小锋转变观念，退
耕还林，依托植被恢复、林草丰茂
的生态环境，向亲朋好友借来3万多
元，买来 40 只种羊发展养殖，打响
自己的脱贫之战。至 2016 年，蓝小
锋的山羊发展到300多只，年收入达
8 万元左右，成为屯里的致富带领
人。同年，蓝小锋卖掉山羊 200 多
只，投资 70 多万元买了挖掘机及拖
车，在山里承担屯级道路等项目建
设，不仅助力脱贫攻坚，创业上还
实现了升级。

蓝小锋脱贫致富得益于石漠化
综合治理带来的生态效益。

资料显示，大化地处桂西南石
灰岩山区，岩溶面积 2115 平方公
里，占土地总面积 77.9%，石漠化面
积达1383.3平方公里，石漠化发生率

65.4%。自然条件恶劣，极度缺水、
缺土，这种状况也造成极为罕见的
人地关系——到处开荒造地，山上
被破坏得碗一块、瓢一块的，水土
流失加剧，加上过度砍伐，生态不
断恶化，处处是荒山秃岭。

上世纪 90 年代初，联合国粮农
组织官员到此考察后，给出了一个
结论：“这里是除了沙漠以外，最不
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

大化人不甘心家园从此破败。
大 化 发 改 局 局 长 班 浪 隆 介 绍 ， 从
2008 年开始，大化开展石漠化综合
治理，打造空气清新的绿色生态家
园。先后投入资金 3.5亿余元，实施
封山育林 50 多万亩，并退耕还林，
修 复 林 草 植 被 ， 让 水 源 在 山 间 涵
养。因地制宜，利用荒山野岭、房

前 屋 后 ， 发 展 林 果 经 济 ， 种 植 沃
柑、核桃等果树100多万株，绿化美
化乡村，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掀起
农村能源革命，让山区3万多家庭用
上沼气灶、沼气灯；实施户户通电
工程，推进农村电网升级改造，促
进农村电器化，让大量山林柴草免
遭刀殃，让泥土在根系间凝聚。实
施易地搬迁，减轻生态压力，全县
石漠化山区搬迁到县城区的达几万
人。全县森林覆盖率从 1988 年建县
时的19.5%上升到目前的64%。

依 托 优 越 的 生 态 ， 大 化 实 施
“千山万弄百万羊”项目，利用连绵
的群山放养山羊，并圈养湖羊，圈
放结合，带动山区群众脱贫致富。
另外，大力发展七百弄鸡等产业，
年产七百弄鸡达100多万羽。

依托优良的生态，大化成功打造
了中国绿色食材基地、全国生态食材
示范基地。“优越的生态，不仅为山
羊、七百弄鸡等产业发展提供有利条
件，每年夏秋时节，我们弄雄村及附
近的弄腾村、戈丛村，猴子成群结对

出现在山上。”蓝小锋说。
立 足 奇 特 的 高 峰 丛 深 洼 地 地

貌 ， 大 化 建 设 七 百 弄 国 家 地 质 公
园。目前，园内已先后打造了千山
万弄观景台、弄耳山观景台、天上
人间观景台、歪线观景台以及天下
第一弄、十里幽谷等旅游景点。旅
游的发展，让村民吃上了生态“旅
游饭”。七百弄布努人家农家乐女主
人蓝芳灵透露，布努人家每年都销
售大量七百弄山羊、本地黑土猪、
七百弄鸡、黑豆、红豆、黄豆等。

眼下，北方的天气最低温度已经
低至零下十几度。走进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隆兴昌镇荣义村，
地里秋浇的水已结上了厚厚的冰。在
这个难得的农闲时候，村党支部书记
丁红仍在村里八股渠边和施工队商议
着工作。

“砍伐证已经办下来了，咱们得加
快土方工程进度，争取赶在 3 月份前
把衬砌工程的准备工作都做完。”丁红
给施工队负责人嘱咐了几句，又指向
渠边一片规划齐整的开阔地对笔者
说，“你如果前两年过来，就会看到这
片地盐碱露在外面，白茫茫一片，像
下了雪一样，夏天下完雨，水渗不下
去又排不出去，水汪汪一片。‘盐碱黑
碱马尿碱，坑坑洼洼捞咸盐’，这是村

里的老人们常挂在嘴上的一句顺口
溜。一块块土地就那么被撂着，看着
挺可惜的。”

这里是沿黄灌区，母亲河哺育着
这里的百姓，同时，这里的百姓也承
受着土地盐碱化的伤痛。以五原县为
例，全县共有230万亩耕地，其中120
万亩出现不同程度的盐碱化。

盐碱地改良后，情况发生了可喜
的变化。“原先我们村有一万多亩盐碱
化严重的土地，稍好的也只能种葵
花。去年经过改盐以后，渠、沟、
路、林逐渐配套，现在可供选择的种
植品种一下多了。”村党支部书记丁红
笑着说起了今年村里的新变化，“我们
一方面依托项目区引进的企业，流转
土地种植红花、牧草、海水稻，村民
可以就近打工挣工资；另一方面示范
种植了蜜瓜、大蒜、玉米，引进湖羊
品种，发展特色种养业，带动群众种
养结合致富奔小康。”

说起盐碱地改良给农民带来的好

处，荣义村一组的村民王成林最有发
言权。王成林家有20多亩地，其中盐
碱地就有8亩。“农业专家在盐碱地下
铺了暗管排盐，在地上用脱硫石膏和
有机肥改良土壤，改良后的盐碱地明
显收成好了，今年我家每亩葵花能比
去年增收上百斤。”王成林对盐碱地改
造的前景信心十足，“我们村的盐碱地
还在改良的过程中，陆续还要往地里
掺脱硫石膏。入冬以后，我也在收集
牲口的粪便，来年能往地里投放几百
斤有机肥。等到盐碱地肥力上来以
后，就能和好地一样种玉米和葫芦这
些庄稼了。”

从白茫茫的盐碱地到种满庄稼的
盐碱地，村民们收获的不仅有地里的
收成，也有改造土地的成就感。

“从去年正月初三开复工以来，我
们就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盐碱地改良
上。我们与中国农科院等17家科研院
所、30位专家合作，为项目实施提供
技术保障。”五原县副县长韩俊义说，

目前五原县已开展22个盐碱地研究课
题试验，引进73家企业试验改盐新技
术21项、改盐新产品36个，因地制宜
试种抗盐牧草新品种30个、向日葵新
品种50个、玉米新品种30个，采取撒
施脱硫石膏、明沙、有机肥、改良
剂、种植耐盐作物“五位一体”技术
改良土壤 5 万亩，叠加实施“上膜下
秸”技术 2000 亩，“暗管排盐”技术
5600 亩，试验探索出 9 条盐碱地改良
的技术新路径。

在广袤的河套平原上，从多年来
盐碱地只能单一种植葵花，到现在可
以大面积种植小麦、玉米、红花药
材、海水稻和各种高产饲草，再到渔
稻共生、微咸水养殖南美洲白对虾
……巴彦淖尔市启动实施的 484 万亩
盐碱地改良工程，通过大破大立集中
连片土地整理，引才引智改盐技术集
成攻坚，让一个个项目区的种养结构
发生了深刻的绿色变革，昔日的盐碱
滩正在变身米粮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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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淖尔：盐碱滩变身米粮川
刘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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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荒山秃岭变身生态家园
庞革平 韦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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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合肥市庐
江县大力发展稻渔共
养综合种养产业，鼓
励农民稻渔共养。农
民在县农技、水产部
门的指导下打破传统
种植模式，黄陂湖流
域的水田种植一季水
稻，一季龙虾，实行
稻渔共养。稻渔共养

“一水双收”富了湖
区的水乡农民。图为
国家级稻渔共养示范
区放马滩基地。

左学长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湖南省永州市道县大力发展“稻稻油”“稻
蔬”“稻果”等水旱轮作种植模式，不仅有利于粮食生产，
而且提高了土地产出效益，有效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图为在道县清塘镇楼田村，农民在农田里下地肥。

蒋克青摄 （人民视觉）

进入12月后，海南冬种生产进入高潮，阳光明媚的田
野上到处都是农民忙碌劳作的身影。图为在海南琼海，嘉
积镇的农民在田园里管理作物。 蒙钟德摄 （人民视觉）

在甘肃省山丹马场，数十台大马力拖拉机牵引着机具设
备驰骋在 21 万亩燕麦草田中，自走式割草压扁机、打捆
机、摊晒机等多款牧草收获机械正在作业，割草、摊草、搂
草、捆草、捡拾、堆垛一气呵成，在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的带动下，这片燕麦田实现了全程机械化的作业模式。

王 超摄 (人民视觉）

琼海：冬种时节田管忙

永州：水旱轮作增效益

甘肃：麦田里全程机械化

农业专家在田里考察。王 卉摄

在改良后的盐碱地里种植红
花。 邬 佳摄

当地农民在放养山羊。
本报记者庞革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