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丽颖

九曲黄河，从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浩荡
入海。这样的地理环境也造成这里的土地
盐渍化严重。垦利区拥有耕地 81.09 万亩，
其中盐渍化耕地 64 万亩。一边是面积较大
的盐碱地，一边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大力
发展大豆产业的政治责任，垦利区如何在资
源禀赋的制约下种足大豆、种好大豆？垦利
区始终把大豆产业发展摆在突出位置，以大
豆玉米复合种植为突破口，持续深挖盐碱耕
地改造提升和开发利用潜力，狠抓粮油作物
生产，坚持高位推动、综合施策，扩面积、提
效益、育良种、强链条，在盐碱地上精耕细作
大豆田。

夯实基础，攥牢大豆丰产的
核心密码

想要提高产量，就要在提高单产上做文
章。2023年，垦利区实施大豆单产提升整建
制推进县创建项目，重点在良种对比试验，
良法配套、盐碱地改良方面下功夫，逐渐掌
握了大豆丰产的核心密码。

良种是基础。在垦利街道、永安镇千亩
方项目区，记者看到各种大豆新品种的展示
示范。展示区采取规范化播种，统一管理措
施，做好观察记载，进行理论测产与实打，筛
选出“齐黄 34”“荷豆 33”等适宜当地的高产
优质新品种，为大豆新品种推广与更新换代
提供了支撑。

同时，实施大豆良种繁育。在永安镇万
亩片项目区内，丰彩农业服务公司繁育“齐
黄34”1000亩，繁育田做好田间隔离与去杂，
在进行独立机械收获、确保繁种质量的基础
上，将所繁大豆种子用于当地明年供种或销
售，为今后大豆单产提升提供高质量良种，
解决大豆品种多乱杂现象。

良田是根本。按照土壤盐渍化程度，进
行分级分类治理，挖掘多元化综合利用价
值，充分发挥盐碱土地效益。对轻度盐渍化
耕地，重点开展盐碱地生态改良，建设盐碱
地后备粮仓；对中度盐渍化耕地，加强耐盐
碱品种选育，推动种植结构调整；对重度盐
渍化耕地及宜耕后备盐碱地，开展综合治
理，提升耕地质量等级。2023 年，实施大豆
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创建项目，为13个百
亩田、10 个千亩方统一供应生物有机肥，面
积达1.05万亩。

良法是关键。垦利区推进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稳步开发利用盐碱地种植大
豆。郝家镇宫家村农户宫广滨说：“采用 5：
2 复合种植模式，两行玉米、五行大豆，既能
让粮食作物通风通光，同时也保证了玉米
的产量。”他根据种植模式对农机设备进行
了改装，将 7 行大豆播种机改装成了中间 5
行播种大豆，两侧 2行播种玉米的“新”农机
具。经省专家组实打验收，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百亩田，大豆平均亩产112公斤，真
正实现了“玉米不减产，多收一季豆”一产双
收的目标。

挖掘潜力，助大豆生产提质
增效

“科技让粮食丰产迈向新高地。”东营市
垦利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黄振介绍，垦利区基
层农技人员奔走在田间地头试验良种、推广
科学种植技术，让更多农民享受科技带来的
增产红利。

为提升肥水利用率，项目区选择肥水条
件好的大豆百亩田，在永安镇东九村、垦利街
道黄河花海示范推广节水灌溉，示范面积130
亩，通过开展大豆滴灌节水增产技术，提高了
肥水利用率，带动大豆综合生产能力提升。

大豆根瘤菌具有共生固氮、提高产量、
改善品质、培肥地力的作用。为提升大豆产
量与品质，在郝家镇宫家村、垦利街道黄河
花海的千亩方内，推广大豆接种根瘤菌技术
500 亩。通过示范推广根瘤菌接种新技术，
展示增产效果，为推广大豆根瘤菌接种技术
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项目区的13个百亩田中，通过评审遴
选出6个土壤肥水条件较好、科技素质好、科
学种田水平高、管理精准精细的实施主体，开
展大豆高产攻关竞赛活动，以提高关键措施
与技术的到位率与覆盖率，达到高产高效的
目的，通过比、学、干带动全区大豆大面积单
产提升的效应，充分挖掘了土壤增产潜力。

经过一番比试，最终垦利广滨农业开发
公司参赛的百亩田，经省专家组实打验收平
均亩产 304.36公斤，创当地夏播大豆单产最

高水平；垦利区胜坨镇青江家庭农场参赛的
复合种植百亩田，经理论测产玉米亩产
613.97公斤，大豆亩产141.67公斤，为复合种
植参赛的第一名。

提供保障，为大豆丰产保驾
护航

大豆全生产过程离不开社会化服务。
在大豆病虫害发生关键时期，垦利区统一采
购杀虫剂、杀菌剂与叶面肥，由社会化服务
组织统一进行统防统治 2次，累计防治面积
2.1万亩，通过实施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减
少了大豆害虫基数、病害危害与病虫害损
失，有利于大豆单产提升。

减损就是增产。为降低项目区大豆机
收损失率，垦利区采取政府采购社会化服务
开展机收，大大提高了机收质量，项目区大
豆机收损失率控制在4%以下。

地种得怎么样，农民种地技能很重要。垦
利区开展粮油单产提升、专业农机手培训行
动，下沉乡镇开展生产技术培训巡回课堂；下
乡进村组织开展农民素质素养提升专题培训；
组织开展“师傅带徒”试点工作，注重培养青年
高素质农民，注重培养高素质女农民，协同开
展高素质农民培育与农业农村科普工作。

白花花的盐碱地，金灿灿的豆粒。近年
来，垦利区通过科学治理、综合利用，改良盐
碱土壤，强化科技支撑，不断做好大豆及其
他粮油作物单产提升工作，在盐碱地上种出
了丰产大豆。

垦壤盐碱地 精耕大豆田
——看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盐碱地上种出丰产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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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岳奇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维福

近日，在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阳
城镇曹庄村，打捆机在麦田中穿梭，忙
着将收割后剩留的麦秸成捆、打包，让
这些被视为夏收“边角料”的废弃物

“变废为宝”，找到了新的利用价值。
“秸秆回收解决了我们的心病。”

曹庄村党支部书记崔文雪说，以前秸
秆堆在村里污染环境，后来有了秸秆
回收，既解决了环境问题，又为农民
减轻了负担，提高了农田管理效率，
减少了病虫害发生。

说话间，只见一辆辆满载小麦秸
秆的货车，从地头直接驶往三丰牧草
制品有限公司回收仓储点。这家企
业是小麦秸秆回收利用链条中的关
键一环，“在这里，通过先进的加工技
术，秸秆被转化为生物炭基肥料、养
殖饲料和生活燃料等多种高附加值
产品。”该公司总经理薛福君介绍，为

更好地完成秸秆离田利用，公司不断
加大技术、机械、人力等环节投入，现
有燃料生产线3条、饲料生产线1条、
有机化肥生产线 2 条，秸秆收集、打
捆和运输等设备 30 余台，年处理农
林废弃物 10 万吨左右，覆盖全区 18
个乡镇，构建起了从“田间地头”到

“工厂车间”的全链条供应体系。
近年来，清苑区大力发展农作物

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培育壮大龙头企
业，持续加大对秸秆综合利用的补贴
力度，整村推进示范推广“打捆收获+
回收利用”运作模式，逐步完善现有秸
秆收储运体系，秸秆利用率已超98%。

截至目前，该区共设置 5个大型
秸秆收储点和 18 个小型收储点，已
完成秸秆离田 2万余亩，收储小麦秸
秆1万余吨，进行基料化利用1000余
吨、肥料化利用 2000吨，其余秸秆待
离田打捆工作全部结束后，将根据质
量情况分别进行饲料化、燃料化、肥
料化利用。

河北保定清苑区
麦秸回收利用成产业

□□ 方婷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郜晋亮

走进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
州元阳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研发中
心，道路干净、空气清新，让人很难想象
到这里竟然是一个猪粪存储、发酵、加
工的场所。近年来，元阳县坚持把绿色
兴农、科技惠农作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抓手，运用微生物技术，变“废”为

“肥”，变“包袱”为财富，赋能农业产业
绿色发展。

为破解规模化养殖场的畜禽粪污处
理成本高、乡村人居环境畜禽粪污处理
难度大等难题，元阳县按照“引进一个人
才，带来一个团队，落地一个项目，做强
一个产业”的发展思路，通过政企共建，
共同谋划元阳县畜禽粪污和农业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暨产业转化项目。该中心利
用核心微生物技术，将养猪场里的畜禽
粪污和秸秆等进行酶解催化，生产出高
效腐植酸类生物有机肥，实现畜禽粪污

资源转化利用、工业化生产、商业化运
作，也运用了无臭无蝇无蚊无害化常温
梯度发酵新工艺。

养猪场的猪粪尿通过管道直接排到
粪污发酵车间，将其与农业废弃物、腐殖
酸原粉、微生物菌剂等原料混合，经过一
道道机械化工序，便制成了固体和液体
有机肥。“研发中心附近有一处存栏 5万
多头的养猪场，其粪污全年可以生产 10
万吨有机肥料。”研发中心首席专家秦火
保说。

核心微生物技术的实施，有效提高
了周边畜禽养殖场及村寨畜禽粪污循环
利用率，切实解决了元阳县农业面源污
染问题。同时，该技术可在田间地头进
行推广，通过分散收集、定点处理，农户
家中产生的养殖粪污和秸秆也可以就地
发酵成为有机肥，并实现就地使用，有效
改善人居环境，降低农民用肥成本，有助
于解决长期施用化肥破坏土壤生态平衡
而导致土壤质量下降等问题，推动元阳
梯田红米等产业绿色高效发展。

云南元阳县
昔日“包袱”变资源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趁

日前，生态环境部正式发布《2023 中国
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2023年，我
国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
水平保护，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生态环
境质量实现稳中改善。

全国优良天数比例为 85.5%，环境空气
质量保持长期向好态势。2023年，国务院印
发《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同时稳妥
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全年共计完成散煤

治理约200万户。
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重点流域水

质改善明显，长江、黄河干流全线水质稳定
保持Ⅱ类。农田灌溉水方面，2023年灌溉规
模达到 10 万亩及以上的农田灌区监测的
1883个灌溉用水断面（点位）中，达标的断面
（点位）占93.4%。

管辖海域海水水质总体稳中趋好，近岸
海域水质持续改善，“十三五”以来，优良（一、
二类）水质面积比例累计上升 12.1 个百分
点。其中，海洋天然重要渔业水域、海水重点

增养殖区、7 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等，铜、锌、铅等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

公报显示，全国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
管控，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其
中，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受污染
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1%以上。重点建设
用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保障。2023年，我国
深入推进净土保卫战，持续开展农用地土壤
镉等重金属污染源头防治行动，启动实施
124 个土壤污染源头管控重大工程项目，全
国23个省份划定重点区域，执行颗粒物和重

金属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数据显示，完成
耕地土壤污染源头治理的地块，土壤重金属
含量整体呈下降趋势。此外，全国2700余个
县（市、区）编制印发了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专项规划，611 个畜牧大县编制印发畜禽
养殖污染防治规划。

这一年，全国自然生态状况总体稳定，
生物多样性较丰富、自然生态系统覆盖比例
较高、生态结构较完整、功能较完善。全国
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占陆地国土面积
30%以上。

《2023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

全国生态环境质量实现稳中改善

□□ 康晓灿 刘艳红

自打麦收一开始，河南省禹州市
方岗镇刘屯村大康农业负责人刘向
朝的电话就响个不停。“都是来订购
秸秆的，一点儿都存不住！100 多家
养殖户都抢着要！”刘向朝高兴地说。

近日，在方岗镇昌王村麦田里，
驾驶员刘亚辉开着秸秆打捆机，沿着
麦垄来来回回把收割机收割后抛下
的秸秆收起、挤压、打捆，装够一车就
走。刘向朝的 4 台打捆机今年已经
抢收了4000多亩麦田里的1700多吨
秸秆。“每捆秸秆50斤，按每捆4～4.5
元算，一亩地打 800 多斤秸秆，就能
额外收入六七十块钱，谁还舍得烧

呢？”他仔细算了一笔账。
除了方岗镇的几家养殖户争相

收购外，周边顺店、火龙、鸿畅等乡镇
的养殖户也纷纷提前预订、收购秸
秆。禹州市鸿畅镇一家存栏 300 多
头牛的养牛场，是刘向朝多年的老客
户，早早预约“有多少要多少”，可他
没同意，“好多都是老客户，要是全部
给他，就把大家伙儿都给得罪了。”

看着秸秆被抢得不可开交，刘向
朝给机器加足油，安排着把饭菜送到
地头，每天给打捆机师傅 400 元工
资，尽可能地多收秸秆、收好秸秆。

“走，继续开工！”傍晚，刘亚辉坐
在地埂上，匆忙地吃完饭就又钻进了
打捆机的驾驶室内。

河南禹州
秸秆成了“抢手货”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趁 文/图

烈日炙烤下，介晓磊紧张地等待着实
收结果。他用手拂过麦穗，说道：“示范区
小麦群体大、长势好、穗头齐、穗粒多，希
望测产结果不负众望。”

近日，在河北省辛集市天宫营乡王下
村，一片特殊的田块正接受“检阅”，河北省
土壤肥料学会组织对课题“黄淮海北部集
约化农区氮素面源污染发生过程与调控机
制”集成的“控-减-用”技术模式应用效果
进行现场测评。经过现场实收，测产结果
出炉：示范区小麦较常规地块增产11.5%。

对于这个结果，项目负责人、河南农
业大学原校长介晓磊感到超出预期。就
像在场的大多数人一样，测产前，他们甚
至对产量表现出些许担忧，原因是该地块
所处的黄淮海北部集约化农区面临着面
源污染严峻形势，土壤肥力较低，而且示
范田减少了 15%的氮肥投入，大幅增产显
得更加来之不易。

集约化农区面源污染形势严峻

黄淮海平原地势平坦、河湖众多，是
农业生产核心功能区。然而，长期高度集
约化生产，使黄淮海北部集约化农区生态
功能脆弱，面源污染形势严峻。

“这片农区耕种强度大，复种指数高，
几十年来得不到休养生息，再加上农业化
学品投入量高，使得农业面源污染风险逐
渐加大。”介晓磊介绍，尤其是农田氮肥投
入量高，氮素淋失加重，过量的氮素会向
地下水迁移，污染地下水，危害人体健康。

“地下水一旦被污染是很难恢复的，
因此要防止未被植物吸收利用的氮素造
成污染，要在生产过程中，尽量让氮素被
植物吸收，避免排放到空气中或淋溶到地
下水。”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
研究员周其文说。

此外，黄淮海北部集约化农区还面
临大水大肥、土层较薄、土壤肥力较低、
畜禽养殖密度高、种养循环基础薄弱等
突出问题，推进绿色高效农业可持续发

展势在必行。
“黄淮海北部集约化农区是小麦、玉

米口粮的主产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尤
其是口粮安全至关重要、意义重大。”周其
文介绍，该课题由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
研监测所负责，2021 年起，课题针对黄淮
海北部农区氮素面源污染特征，突破氮肥
减施、控水阻淋及资源高效利用等技术瓶
颈，“在确保小麦、玉米产量不降低，甚至
还有提高的基础上，保证环境健康、生态
安全，实现农业绿色发展。”

三字秘诀破解污染难题

走进项目位于王下村的麦田，一块块
指示牌竖立在田间，十余种试验正在同步
进行。

介晓磊介绍，对氮素面源污染发生的
地区，要保证粮食安全和高产优质，同时
还要保证土壤、地下水、大气的健康和环
境的安全，这本身是一对矛盾。针对此类
复杂技术难题，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
监测所、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
研究所、河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河

南省农科院、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等十余
家单位协同攻关，跨界融合。在综合技
术示范田里，集成了基于秸秆还田深翻
与有机无机配施的氮素限量控制技术、
水肥一体化技术等一整套技术，概括起来
即三个字——控、减、用。

有效控。当土壤中残留的氮过多，一
旦遇到大雨或者灌溉水量大，氮素会逐渐
随水向地下迁移。当地传统大水漫灌每
亩耗水量高达 60~80立方米，如今通过滴
灌技术，精准控制农田用水，每亩灌溉用
水不超过 30 立方米，节水的同时也降低
了氮素淋溶风险。

科学减。“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作物生长没氮不行，高氮也不行。”河南农
业大学教授王同朝说，综合技术示范田从
源头减施氮肥，采取跨季、跨年度施肥，减
少化学肥料投入 15%。为保证植物对氮
的养分需求，团队加快研发新型控释肥，
可随作物生长需求不断释放，只需施一次
肥，就能满足作物整个生长期营养需求。

高效用。土壤固氮功能关系到氮素
流失。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

研究员张贵龙介绍，为改善土层健康状
态，示范田充分利用秸秆资源，连续三年
将小麦秸秆全部覆盖还田，玉米秸秆粉碎
后旋耕，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结
构。此外，示范田高效利用畜禽粪污资
源，在夏玉米行间套种大豆作为绿肥，提
高土壤固氮能力，麦玉周年亩产能达到
1200~1350公斤。

增产增收与绿色发展并进

测产这天，辛集市最高气温达到 40
摄氏度。炎炎烈日下，测产专家对技术示
范区和农民对照区进行联合收割机实收
测产。通过收割、称重、测水等环节，测产
专家组组长、中国农科院研究员白由路宣
布了测产结果：在氮肥投入量减少 15%的
情况下，综合技术示范区小麦亩产 731.4
公斤，较常规地块增产11.5%。

不仅如此，试验示范前，团队对当地土
壤进行了 2米深的取样，证明淋溶深度已
经达到1米以下。如今，在0~100厘米土体
范围内，冬小麦和夏玉米收获后氮15同位
素在土壤中的残留以0~60厘米为主。

这组数据说明什么？专家解释，小
麦、玉米收获后，土壤中残留的氮主要分
布在 60厘米土层以上，没有淋出土体，并
且 60厘米内残留的氮对下茬作物仍然有
效。据测算，与农户对照田相比，示范田
减少氨挥发41%，降低硝态氮淋溶44%，减
少了氮素向地下水的迁移污染，有效遏制
了面源污染，为区域农业绿色发展打造

“辛集样板”。
介晓磊认为，该项目是良种、良法、良

田、良机、良制“五良”融合及配套栽培技
术的集成应用，实现了粮食安全和农业绿
色发展的双重目标，今后要加大技术推广
应用，助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新升级，向
绿色低碳转型。

“我们希望通过项目实施，为北方集
约化农区的农业生产创制出一套完整系
统的模式，保障粮食安全。接下来将进一
步加大试验研究和示范推广，让阶段性的
成果发挥出更大效益。”张贵龙说。

如何破解黄淮海北部集约化农区面源污染难题？协同攻关项目采取有效
控、科学减、高效用一整套技术——

集成技术模式让生产与生态双赢

专家组正在小麦示范田进行测产取样。

□□ 端木 叶剑南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

日前，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造林
季虽已结束，敖汉旗林业和草原局工作
人员却依旧忙碌。在古鲁板蒿镇康家营
子村的千亩精品治沙工程现场，沙棘、樟
子松等苗木以块状混交方式种下。敖汉
旗林草局森林草原保护发展中心主任霍
明春说：“这样的配置将有效解决树种单
一、景观效果差、火险系数高等问题，同
时也方便机械化作业。”

敖汉旗林业和草原局张旭东告诉记
者，今年以来，敖汉旗完成人工造林 2万
亩、补植造林 3万亩、山杏改接扁杏补接
1.56 万亩，新嫁接 1 万亩，围栏封育 1.39
万亩，柠条平茬年度建设任务 1万亩，沙
地综合治理3960亩。

驱车行驶在敖润苏莫苏木光伏治沙
基地，一片片光伏板泛着银光，尽情吸收
着阳光生产绿电，光伏板下的草方格鳞
次栉比，格子内的沙打旺种子正在土中
积蓄能量，待到牧草长成时成为当地牛
羊的重要饲料来源。敖润苏莫苏木苏木
达李柏龙介绍：“在光伏板下种植优质牧
草，可以利用光伏板挡风降速、减少蒸
发，提高植被存活率，达到固沙目的，每
年还可为千余头（只）牛羊提供优质牧

草，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收益双丰收，
让一根‘甘蔗’吃出了两头甜！”

敖汉旗兴隆洼镇发来甸子村村委会
东山坡，900余亩冠大枝垂的山杏树已有
50年树龄，大部分枝条已经枯死，不良植
株数量增多，隐有扩散趋势，出现了林分
退化现象。敖汉旗深入实施“一减三增两
改”退化林分改造修复战略，不断优化林
分结构，持续改善林相，注重树种的科学
搭配，精准提升森林质量、生态防护功能
和经济效益。兴隆洼镇林草站站长付宝
申带领工人将大扁杏的枝条嫁接到山杏
砧木上，他介绍：“嫁接后的树亩产可达
200斤以上，亩效益在千余元，以发来甸子
村为例，全村1800人可人均增收500元。”

造林过程中，敖汉旗大力推广容器
苗造林、生根粉浸根造林、抗旱保水剂和
保湿剂造林、速生丰产栽培技术等，将科
技贯穿于选种、造林、抚育全过程。220
亩地的栽树任务，原来10人10天才能完
成，但北斗智能定位导航系统加持下的
无人驾驶植苗机栽植只需 2天。“植苗机
可以按照作业需求提前设置好参数、规
划好行驶路线、精准定位苗木株行距，在
保证造林效果的同时提高成活率。”黄羊
洼镇林草站站长王晓华说，“应用北斗系
统可以节约造林成本。仅黄羊洼镇 220
亩新造林，成本就降低了36%。”

内蒙古敖汉旗
造林增绿绘新景

秸秆综合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