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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初的多打粮，到让农民多增收，再到服务
乡村振兴战略⋯⋯扎根盐碱荒地 20 多年，“渤海粮
仓”科技示范工程首席科学家刘小京坦言，自己对

“渤海粮仓”的认识正在层层递进。
“刚来南皮搞研究时，带的任务很简单，就是让

不长庄稼的地方能种粮，让产量低的地方多打粮。”
刘小京说，但渐渐地，随着技术的积累、粮食产量的
增加，从国家到地方再到每一个具体的农民，对土
地的期待都发生了新变化。

需求的变化直接影响了技术的方向。
“比如近几年提出的‘稳夏增秋’粮食生产行

动，夏指的是小麦，秋指的就是玉米，即通过一系列
技术措施，将小麦的亩产控制在 400 公斤至 450 公
斤，将玉米亩产控制在 550 公斤至 600 公斤，确保总
产不降低。”刘小京说，如果要继续提高小麦亩产，
从技术上来讲并无障碍，但小麦是农业灌溉的耗水
大户，继续增产是否“划算”，却是研究人员必须要
考虑的因素。

在刘小京看来，目前，我国不仅面临生态保护
和粮食安全保障的双重压力，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
也已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失衡，依靠科技创
新，改造和利用好边际土地，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
的迫切需求。“正因如此，‘渤海粮仓’不只是座‘大
粮仓’，它还要发挥‘生态仓’‘经济仓’的作用。”

在海兴县小山乡小山东村旁，一条土路两侧风
景截然不同。一边是白花花的盐碱地，而另一边的
试验区内，油葵、甜菜、甜高粱、枸杞、柽柳等 100 多
种作物生长旺盛。不仅是小麦、玉米、棉花等传统作
物，刘小京和同事们还在探索盐碱地上的多样化种
植。目前，由他们培育的柽柳新品种——“海柽 1
号”，已成为当地重要的盐碱荒地绿化植被。

截至今年，“渤海粮仓”工程一期完美收官，距
离二期任务目标实现还有短短的不到 3 年时间。前
方，更多挑战仍在等待着“渤海粮仓”的建设者们：

1000 万亩盐碱地土地产出率低、淡水少、环境
差、贫困集中，需要构建什么样的农业发展模式才
能推进绿色发展？如何带动农民在农业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农产品和畜牧产品深加工、循环农业与生
态旅游等环节上就业创业？引导多种形式适度规模
经营，推进标准化生产，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能否
蹚出一条种养加结合的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新路？

“除了挖掘增粮潜力，我们还要为全国中低产田
科技治理和美丽乡村建设树立典型样板。”刘小京
说，“‘渤海粮仓’未来还将带给大家更多惊喜。”

文/记者 张怀琛

既是“生态仓”
也是“经济仓”

近日，“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河北项目区通过
科技部验收。

2013 年启动的这一国家重大科技支撑计划，旨
在通过研发、集成、示范推广耐盐优质高产农作物品
种等，提高环渤海低平原 4000 万亩中低产田、1000

万亩盐碱荒地的粮食增产能力。我省是“渤海粮仓”
工程的主战场，覆盖面积占项目总面积的60%。

昔日盐碱地，今日吨粮田。5 年前的目标已经照
进现实，河北千万亩中低产田上，已累计增产近百亿
斤丰收粮。

“渤海粮仓”这样走来
□记者 张怀琛

我国是人口大国，要确保国家粮食
安全，就必须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
自己手中。

“我们既是产粮大国，同时也是粮食
进口大国。”“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
首席科学家刘小京说，“在有限的耕地资
源中挖掘增产潜力，已成为确保我国粮
食安全的关键。”

刘小京给出了这样一组对比数据：
2008 年，坐拥山前平原大面积良田的石
家庄和位于粮食中低产区的沧州，粮食
播种面积都在1000万亩左右，但石家庄
的粮食总产量占到全省总产量的 15%，
而沧州只占 12%。不过，还有一组数据
显示，石家庄当年的粮食增产量比例为
7%，而沧州却高达22%，低产田的增产
潜力不容小觑。

中低产田大多是瘠薄盐碱的地块。
“春天白茫茫，夏天雨汪汪，十年九不
收，糠菜半年粮”，沧州当地的一首民谚

道尽在这里种粮的艰难。
“以往治理盐碱地，主要是通过强灌

强排、抽取地下水降低地下水位，以淡
水洗盐，使土壤脱盐。”刘小京说，环渤
海地区的人均和亩均淡水资源量分别只
有全国的1/12和1/14，这种大量消耗淡
水的老办法自然难以为继。

尽 管 淡 水 资 源 匮 乏 ， 但 在 沧 州 、
唐山等地的盐碱荒地上，咸水资源却
非常丰富，且利用率不足 5%。为了找
到 破 解 河 北 中 低 产 田 和 盐 碱 荒 地 的

“增产钥匙”，刘小京和同事们从咸水
上 做 文 章 ， 开 始 了 长 达 30 年 的 技 术
攻关。

研究人员渐渐收获了新发现。
在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

究所南皮试验站里，他们用含盐量小于
5g/L 的微咸水灌溉农田。结果表明，在
拔节期利用微咸水技术灌溉耐盐碱小麦
品种“小偃81”，可比不浇灌的旱作冬小

麦增产 12%到 30%，且与淡水灌溉相比
也没有减产。

这一惊人发现让刘小京找到了可以
在盐碱地上使用的灌溉用水，但要想进
一步解决盐碱地上长庄稼的难题，还必
须改良种庄稼的“土”。

海兴是我国盐碱程度最重的地区之
一，为啃下这块“硬骨头”，省内外众多
研究人员提出了很多设想，但多以失败
告终。

从海水结冰淡化中获得灵感，刘小
京提出了“咸水结冰灌溉法”，按照“适
盐治盐，以盐治盐”的原则，对盐碱土
地进行改良。

“刚开始，很多人对这种方法都不屑
一顾，我以此申请项目，连续 2 年都被
驳回了。”刘小京说，“但通过反复实验
验证、数据分析，我认为这种方法是行
得通的，所以就坚持搞了下去。”

冬季抽提地下咸水浇灌结冰，春季

融化时，高浓度咸水先入渗，后融
化的微咸水和淡水后入渗，这就产
生了洗盐的效果，从而实现盐碱地
耕层脱盐。如今，采用“咸水结冰灌溉
法”，海兴县小山乡小山东村的棉花亩产
达到了200多公斤。

在几番考察河北中低产田和盐碱荒
地的治理改良成效后，2011 年，中科院
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小麦育
种专家李振声和刘小京等人刊发了题为

《建设“渤海粮仓”的科学依据》 的文
章，正式提出“渤海粮仓”。

2 年后，国家重大科技支撑计划项
目 ——“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启
动，明确提出，第一阶段到2017年实现
增粮能力 30 亿公斤，第二阶段到 2020
年实现增粮能力50亿公斤。

“30 多年来，我们积累了很多成熟
的盐碱地治理新技术，这就是我们建设

‘渤海粮仓’的底气。”刘小京说。

“渤海粮仓”的大门率先在南皮县
推开。

上世纪 70 年代，国家实施盐碱地改
造，南皮以其独特的土地条件——拥有大
片的中低产田，吸引来了众多国家和省级
科研院所，许多治理改造中低产田和盐碱
荒地的创新技术，“老家”都在这里。

“可以说，南皮是‘渤海粮仓’工程核
心技术的发源地。”刘小京说。

尽管有优良的品种、成熟的技术、高
端的人才，但想让实验室里的增产成果真
正走进田间地头，却并不简单。

南皮县乌马营镇白坊子村党支部书
记白普青还记得，2008 年，中科院的专家
们刚向村民推广试种“小偃 81”时，人们
都心存疑虑。

“说是能增产，可没人信啊。”白普青
说，“那时候想法简单，咱这土地一亩能打

个 300 多斤粮食就顶破天了，万一新品种
砸了锅，谁管？”

“我们跟当地老百姓达成了一个口头
协议，如果当年试种不成功，由试验站包
赔损失。”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南皮生态农业试验
站副站长孙宏勇说。

有了“定心丸”，白坊子村几户“胆大”
的农民这才试种了 100 多亩，没想到一下
子就突破了这个地区冬小麦的单产纪录。

“我还记得，那年土壤墒情并不算好，可新
品种的亩产还是达到了 700 多斤。”白普
青说，“到第二年，试种的面积就扩大到了
500 亩，最高亩产 800 多斤。老百姓都说，
多少辈人种粮，都没见过这样的好收成。”

2010 年，白坊子村的村民们自发成
立了“南皮县小偃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到目前，全村 110 户全部入社，通过统一

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统一耕作、种植、浇
水、施肥、植保、收获，生产效率明显提高，
亩均增收至少200元。

借助白坊子村政府引导、专家扶持、
科技服务、统一组织、群众实施的示范经
验，2015 年，南皮县提出了“渤海粮仓”县
域整体增粮推进方案。

“根据南皮粮食产量水平、土壤条件、
水资源状况和种植结构，我们对县域粮食
生产进行了分区，即脱盐中产区、盐碱低
产区和节水高产区 3 个类型区。通过明确
分区粮食生产制约问题，制定分区粮食增
产目标，优化分区增粮技术模式等，将责
任落实到人，确保示范区整体推进。”孙宏
勇说。

通 过 集 成 推 广 微 咸 水 补 灌 吨 粮 、
微灌节水超吨粮、农田雨水集蓄增粮、
棉（枣）田增粮等四种技术模式，配套实

施良种全覆盖、农田多水源高效利用、农
田地力提升和规模化示范四项工程，建
设渤海粮仓技术研发传播平台，带动种
业、加工业、畜禽养殖和农业服务业等产
业发展，“渤海粮仓”工程在南皮的经济
社会效益显著。

“作为‘渤海粮仓’的技术发源地和实
施核心区，南皮通过专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和托管式管理等方式，建立起了规模化
的示范区，已成为‘渤海粮仓’工程增产增
效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县域示范样板。”刘
小京说，目前，“渤海粮仓”工程涉及河北
的 43 个县（市、区）都已推广南皮经验，示
范带动作用明显。

最新统计显示，“渤海粮仓”工程实施
5 年来，我省累计示范推广 5197 万亩，增
粮 47.6 亿 公 斤 ，带 动 农 民 增 收 达 109
亿元。

长期以来，守着环渤海地区的中低
产田和盐碱地就意味着饿肚子，许多青
壮年选择了外出打工。但随着“渤海粮
仓”效益愈发显著，增粮引发的“化学
反应”也不断显现。

“过去没人愿意种地，亩产也就 300
来斤，种得多、赔得多，只有老人们舍
不得土地撂荒才一年年地种着。”迟玉甲
说，“现在用了‘渤海粮仓’的优质麦
种，加上科学的种植技术，亩产能到
800多斤，种地总算也有了收入。”

迟玉甲是沧州市南大港管理区一分
区北尚庄村的农民，也是村里的农机大
户。近几年，他陆续流转了3000多亩土
地种新品种小麦，从耕到种再到收全部

实现了机械化，收入可观。“这不，我前
两天刚收到今年的 200 多万元卖粮款，
俩儿子也不用出去打工，就跟着我当职
业农民。”

口袋里有钱了，迟玉甲的脑筋也活
了。他积极参加各种农业、农机培训，
哪怕是自掏腰包也不愿错过一堂专家
课。“专家们说，只要良种良法配套、农
机农艺结合，咱这盐碱地也能变成吨粮
田，这话要搁 5 年前我肯定不信，可现
在我服了。”

“渤海粮仓”实施 5 年来，项目区现
代农业发展不断加速。

新探索已经有了成效。2015 年，在
南皮县沿正港路两侧区域，西起刘八里

乡、东至乌马营镇，一座规划面积约 27
万亩的河北沧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获批
开建。按规划，它的核心区将着力“两
园、三区、两网、一线”布局，重点发
展良种种业、高效种养业、农产品加工
业、现代农业服务业四大产业。

“两园，就是以南皮生态农业试验
站为核心的农业科技创新园和以南皮乌
马营经济开发区为核心的农业产业集聚
园；三区，即小麦玉米良种繁育区、粮
食作物增产增效种植区、畜禽生态养殖
区；两网，为水资源调控网和农业信息
网；一线，就是休闲农业文化观光旅游
线。”孙宏勇介绍说。

在孙宏勇看来，环渤海地区已成为

现代农业快速发展区，这既带动了当地
农村经济的转型，也加快了农村劳动力
转移、土地流转，农业规模化经营日渐
明显。“通过园区建设，有利于集中示范
水土资源高效利用的新技术，解决粮食
生产的水土资源约束，推动区域水土资
源高效利用技术的发展和提升。”

如今，河北沧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即将迎来全面验收。数据显示，2017
年，在“渤海粮仓”工程的示范带动
下，园区核心区年产值达 38.9 亿元；核
心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10728 元；辐射
带动农民就业12万人。

“渤海粮仓”不仅种活了一片地，更
盘活了一座城。

“健康河北 欢乐冰雪”
2018—2019河北省雪季活动

策划方案有奖征集
河北省体育局现向社会公开征集“健康河北 欢乐冰雪”2018—2019 河北省雪

季活动策划方案。

本次征集设置一等奖 1 名，奖金 30000 元；二等奖 1 名，奖金 10000 元；三等奖 3

名，每名奖金5000元。组委会将对所有获奖作品颁发获奖证书。

具体事宜如下：

1.征集作品投稿截止时间为2018年7月31日12时；

2.所有入选作品的著作权归河北省体育局独家所有，永久使用；

3.河北省体育局有权决定作品的修改和使用；

4.所有应征作品概不退还，请作者自留底稿；

5.河北省体育局拥有对本次征集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详 情 联 系：宋女士 0311-68006634 17778260856

作品投件邮箱：xiaoxuesky123@163.com

▲6 月 12 日，南皮县乌马营村农民在整理收
获的小麦。 新华社发

相 关

阅读提示

良法良种造良田 找到灌溉用的“水”，解决种庄稼的“土”

从试验站走向万亩田 打造“渤海粮仓”县域增粮整体推进样板

增粮引发“化学反应” 项目区现代农业发展提速

（上接第一版）家住河北一号小区 507
楼的居民杨晓林大妈说啥也没想到会
在楼下遛弯儿的时候遇上区委书记。
而当她知道书记是来解决小区私搭乱
建问题的时候，更是连声叫好：“早就
该管管了，你看这楼前的公共绿地，都
被这些小门脸儿给占了。”

虽说是私搭乱建，真正要拆起来
却不是那么简单。由于涉及多个部门
权责，“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加之个别
部门推诿扯皮，工作推动难度很大。

“我们的职责是维护绝大多数群
众的利益，清理整治工作刻不容缓。”
安晓良决心已定。

2017 年，以全国文明城市复检和
省级文明城区创建为契机，路北区委
区政府部署各街道属地负责，综合执
法大队牵头多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在
全市打响了拆违拆陋的第一枪。“只要
是占了不该占的地方，就通过联合执
法坚决予以清除，有什么事我担着！”
动员会上，安晓良的讲话掷地有声。

一次次现场调度，一次次明察暗
访，本着由难到易、逐楼推进、敢啃“硬
骨头”的原则，安晓良靠前指挥，力促
拆违拆陋工作步步推进。

疏堵并举，拆建同步。安晓良提
出，私搭乱建拆除后，要立即进行绿
化、硬化，有条件的社区配建停车位，
让居民切实体会到私搭乱建拆除后社
区脱胎换骨的变化。

群众受益了，工作自然好做了。抵
触的声音越来越少，观望的积极行动
起来，“要我拆”变成了“我要拆”。一个
战役下来，全区累计拆违拆陋 1.2 万余
处，不仅城区环境品质全面改善，居民
文明素质亦随之提高。2017年底，路北
区获得首届河北省文明城区称号。

扬清风，树正气，夙夜在公为人民

采访中，唐山市路北区委常委、办
公室主任高光宇手拿一份体检表向记
者“抱怨”：“俩月前医院就给开了单
子，可他就是抽不出时间去复查，我都

不知道咋跟大夫解释。”
安晓良笑着接过话头：“确实挺

忙，但也不至于忙到做个 B 超、CT 的
时间都没有，我不去医院是怕到那儿
万一查出点毛病，被扣下住院可就麻
烦了。”

1965年出生的安晓良一直相信自
己身体素质很好。“年轻时爱打篮球，
底子不错，可岁月不饶人啊，最近眼睛
啊、腰椎啊经常闹点小毛病，有时工作
压力一大，心脏也跟着起哄。”

区委办公室工作人员杨潇有记工
作日志的习惯，翻开一年多来的日志，
他发现，几乎每一个双休日、节假日安
书记都安排了工作议程。杨潇说：“安
书记对工作有着一种特殊的执着。‘今
日事，今日毕’，这是书记对我们的要
求，更是他自己的工作准则。”

不仅工作上有准则，安晓良为官
做人更有准则。上任后不久的一次大
会上，他就公开表示：“我没有任何亲
戚在路北做生意、办企业，凡是有人打
着我旗号到路北来扯关系、谋利益，那
肯定是骗子！”

（上接第一版）全长 91.329 公里，由唐
曹线和曹妃甸港线两部分组成，设计
时速 160 公里，为国铁 I 级双线电气化
客货铁路线路，共设南堡北站、唐海南
站、曹 妃 甸 东 站 和 曹 妃 甸 港 站 4 座

车站。
据了解，唐曹铁路投入运营后，实

现了曹妃甸至唐山43分钟通达。未来
该线路将与京唐城际铁路接轨，可实
现76分钟通达北京市。该线路成为丰

南、唐山市区（开平）、古冶、丰润、遵化
和迁西等地16家钢铁企业货物运输的
主要通道，为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的矿
石疏港实现“公转铁”运输、改善唐山
环境发挥巨大作用。

铁肩柔肠系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