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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平山 2600 多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从西到东的地势包括
了亚高山、中山、低山、丘陵、平原五
个地貌亚类，县域内的海拔更是从
110米到2281米不等，高差悬殊。

如果说，作为全国唯一兼有高
原、山地、丘陵、盆地、平原、湖泊和
海滨的省份，河北可以被看作整个
中国地形地貌的一种缩影的话，那
么，除了不靠海之外，平山，几乎可
以被看作整个河北地形地貌的一种
缩影。

打开一张平山县地形图，全县
自太行山向东地势从高到低的特点
一目了然。

县域最西部的驼梁一带，海拔
2000米-2281米。

往东至合河口、营里、下口、北
冶等乡镇的一部分村庄，海拔降至
1000 米—2000 米；再往东，是蛟潭
庄、孟家庄、杨家桥、小觉等乡镇，海
拔约为500米—1000米。

至平山县中部以东，海拔降到
500 米以下，这已是丘陵区和海拔
更低的山前平原区，包括岗南、古
月、西柏坡等乡镇以及滹沱河干流
沿岸村庄和上三汲、温塘、平山镇等
乡镇。

西柏坡，正是位于这一区域。
“西柏坡村三面环山，一面环

水，严格来讲，它所处的位置应该算
一片山坳，或者叫山间盆地。如果说
整个平山县地处华北平原和太行山
的交会处，那西柏坡这块山间盆地，
恰好处于山地丘陵与平原间阶梯地
带。”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副主任姚
军说。

西扼太行山，东临冀中平原，距
石家庄 90 公里。交通方便，易守难
攻，既适宜向西侧山里撤退，又便于
向城市进军；南邻滹沱河，滩地肥
美，地宽粮丰，稻麦两熟⋯⋯这些得
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让西柏坡成为
当 年 中 共 中 央 临 时 驻 地 的 绝 佳
选择。

在河北广大的太行山山前区
域，这样的例子又何止西柏坡一
个。从拥有秦皇古驿道的井陉，到
历史上被称为“旱码头”的鹿泉，
从建立中国北方第一个红色政权的
阜平，到曾经的八路军 129 师司令
部涉县⋯⋯这些位于从太行山区到
山前平原阶梯位置的地方，无不以
自己的方式，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
彩的篇章。

举足轻重的通道

在经济、交通尚不发达的古代
和近代，处于地形阶梯位置的河北，

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何跨
越并利用好这一阶梯，一直都是摆
在河北人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2019 年 4 月 6 日 8 时 21 分，石
家庄站。

在太原工作的石家庄人孙洪亮
走下刚刚停靠的G604次列车。

频繁往返于石家庄和太原之
间，已经是孙洪亮生活中的常态。年
轻的孙洪亮已经习惯了石太客运专
线“一个小时出头”的通达效率。这
种从高原到平原的高效跨越，是随
着 2009 年石太客专正式通车运行
才得以实现的。

在石太铁路建成通车之初的
1910 年，从石家庄到太原共设 34
站，7 时 03 分在石家庄发车，到达太
原为 16 时 33 分，时长 9 个半小时。
新中国成立后，石太铁路又历经多
次改造，从石家庄到太原间 200 多
公 里 的 线 路 ，运 行 时 间 缩 至 5 个
小时。

长期以来，石太铁路列车运行
时长难以缩短的原因，在于太行山
塑造的巨大而陡峻的“阶梯”：位于
太行山东麓平原的石太铁路东起点
石家庄站，海拔仅为 70 余米；铁路
进入太行山区穿山越岭时，最高处
海拔 1000 多米；到达终点站，位于
汾河谷地中的太原站时，海拔高度
回落至800米左右。

巨大的高度差和穿山越岭的曲
折，给铁路建设带来极大困难。也正
是为了克服太行山这个巨大的“阶
梯”，2005 年 6 月 11 日石太客运专
线开工建设——这是中国开工最早
的高速铁路。

“为了克服这种海拔差，保证动
车组能在太行山崇山峻岭间跑出
250公里的时速，这条客运专线在设
计时就强调了逢山开路、遇沟搭桥，
保证了路面的高平顺性能。”

国内著名隧道专家、石家庄铁
道大学博士生导师朱永全，承担了
当年石太客专中的太行山隧道这
一重大科研项目。他告诉我们：

“石太客专全线有桥梁隧道 32 座。
其中，全长 27.8 公里的太行山隧道
是当时亚洲建成通车最长的铁路
山岭隧道——没有它打通太行山，
一小时沟通石太无法实现。”

2009 年 4 月 1 日，石太客专正
式开通动车组列车。据不完全统计，
十年来，石太客专仅北京铁路局管
内车站发送旅客，就累计达 5714.38
万人次，为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发
展，带来了不小的活力。

然而，在此之前，在时间动辄以
万年乃至百万年计的茫茫地史中，
通过这条举足轻重的通道进入如今
河北境内的，则是对这片土地更为
基础、更为重要的一些东西。

平原内部的“台阶”

如今广阔平坦的河北大平原，最
初形成，得益于太行山造山运动——
从某种意义上讲，说太行山是华北平
原的“母地”也并不为过。

“地理学上，许多山脉都是大江大
河的分水岭。而太行山主脉虽然巍峨
高耸，却并不构成分水岭——众多河
流水系是自西向东横穿太行山主脉而
过的。”王卫说。

正是借助高原和平原间的巨大地
势落差，漳河、滹沱河、沙河、唐河、拒
马河、永定河等河流，横切太行山主
脉，裹挟着泥沙冲出山口，冲积而成了
河北大平原中最早形成的部分——太
行山山前平原。

此后的千万年里，河流带着泥沙
东流入海，不断形成新的冲积平原，河
北平原的东侧海岸也不断向东推移。

太行山的巨大阶梯，塑造了河北平原
今天的地貌。

其实，即使在广袤平坦的河北大
平原上，也有两级相对平缓的“台阶”。

2019 年 4 月 20 日，石家庄市区以
北，滹沱河北岸，正定塔元庄村。

一大早，村子就已经在人声喧闹
中“醒来”——周末的第一拨游客已经
走进这里的现代农业科技生态园。

无土栽培的有机蔬菜、长在空中
的地瓜、围成长廊的辣椒⋯⋯一株株
新奇的植物令人目不暇接。

这个远近闻名的“全国文明村”
“中国最美休闲乡村”，海拔高度 70 米
左右，从平原的地貌分类上来讲，正是
典型的太行山山前平原。

从塔元庄一路往东，约80公里，就
来到了辛集。这里，海拔高度已悄然下
降到三四十米——也就是说，塔元庄
人脚下的地平面，在海拔上，差不多和
辛集市区里一栋12层的民用小高层建
筑的楼顶平齐了。

而辛集再往东 200 多公里，黄骅
东部沿海，海拔高度则已普遍下降到5
米以下。

“从广义上说，平原地区的海拔是
200米以下。虽然河北平原的海拔普遍
低于 150 米，但根据现代地貌特征，从
西至东、由高到低，我们仍可以将河北
大平原分成三部分，它们也恰恰分属
三种不同类型的平原。”王卫说。

在太行山东麓和燕山南麓十几公
里至 90 公里不等的位置，是形成时间
最早的山前平原，海拔多在 100 米到
50米之间；山前平原以东，是主要由海
河水系和古黄河冲积而成的冲积平
原，海拔从西侧的50米，逐渐下降至东
侧的 5 米左右；而到东部海滨地区，是
由河流入海三角洲相连形成的滨海平
原，这一区域的海拔已经下降到 5 米
以下。

也正因如此，看似浑然一体的河
北大平原，却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物产
和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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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厚坚实的“胸膛”

华北粮仓

2018 年 6 月 5 日 9 时 30 分，芒种
前一天。

邯郸磁县西陈村。
一片片望不到头的金色麦田，在

烈日照耀下格外晃眼。走近麦田，整齐
的小麦茎秆粗壮，穗形饱满。

随着一阵阵发动机的轰鸣声，十
几台大型小麦联合收割机整齐地排成
一列，开始了由南向北、齐头并进的
收割。

由此，河北当年 3400 余万亩小麦
自南向北开始收获。

深厚肥沃的平原，赐予了河北得
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件。

近年来，河北小麦总产量一直稳定
在1350万吨以上。按照2018年全国小
麦 1.27 亿吨的产量算，河北小麦总产
量占全国小麦总产量的10％以上。

也就是说，我国每收获 10 斤小
麦，就有超过1斤是来自燕赵大地。

短短 30 多分钟后，在大型小麦联
合收割机的集体作业下，西陈村率先
开镰的近百亩麦田已经收割完成。联
合收割机把小麦收入机斗同时，收割
机携带的秸秆粉碎机已经把秸秆粉碎
还田。

“往年，一台小麦联合收割机需要
3 个人，1 人开车，1 人丈量收割面积，1
人收费。今年收割机安装了智能终端
设备，可以自动准确计量收割面积，一
台机子仅需 1 人即可。”磁县天道益农
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机手孙怀章，已有

十年的机收作业经验，2018 年是他第
一年使用安装了智能终端设备的小麦
联合收割机。

“我种了 150 亩小麦，以前从收到
耕再到种玉米至少也得一周时间。今
年用上了全程机械化收耕种作业，一
天就能完成。”看着从收割机中倾泻而
出的麦粒，西陈村种粮大户温茂宏的
脸上抑制不住喜悦。

数百亩的小麦收获结束，联合收
割机还没退场，玉米深松播种机已经
开始了深松播种。随着一粒粒玉米种
子被精确地埋入土地，紧跟其后的自
走式水肥一体机械也开始浇水施肥。
只用半天时间，小麦开镰收割、玉米播
种已经全部完成。

如今，河北小麦的
机 收 率 已 经 达 到
99.4％。此后的半个多
月时间里，如此高效、快
速的小麦机收场景，由
南至北，在河北大平原
上不断重复上演。

支撑小麦、玉米生
产的高度机械化的，除
了技术的快速进步，还
有河北大平原独特的自
然禀赋——平坦开阔。

打 开 一 张 中 国 地
图，在如雄鸡一般挺拔
的版图里，河北18.80万
平方公里的面积总数显
然谈不上突出。但河北
的特殊性在于，它紧紧

环抱着首都北京，如坚实的“胸膛”，护
卫着祖国的心脏。

“胸膛”，是对河北在中国地位的
最好诠释和肯定。而其中最充实饱满
的“胸肌”，正是占河北总面积 43.4％
的平原。

广阔的河北大平原，既无山丘突
起，又无陵岗盘踞，极目四望，长天与
地平线相接，肥壤沃土，生机盎然，从
古至今，为人们提供了丰饶的物产，也
孕育出悠久灿烂的文明。

平原“增肌”

然而，在这片宽厚的“胸膛”上，也
曾有过贫瘠和落后。

2019 年 4 月中旬，距离今年冬小
麦成熟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沧州南皮绿油油的麦田里，密密

麻麻的小麦正在茁壮成长。
几十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白花

花盐碱的荒地。
如今，这片地的小麦产量却已突

破每亩 1000 斤，再加上玉米的产量，
成为名副其实的“吨粮田”。

如此鲜明的改变，源自 2013 年一
项国家重大科技支撑计划的启动——

“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
“我国既是产粮大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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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遗传与发
育生物学研究所南皮试验站站长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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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袤的河北大平原上，哪些区
域的耕地资源增产潜力大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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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一线的
山前平原，是河北平原里最富庶、最肥
沃的区域。与之相比，河北东南部的沧
州、衡水等地，由于靠近海岸、地下水
位高等原因，历史上多为瘠薄盐碱的
中低产田。“春天白茫茫，夏天雨汪汪，
十年九不收，糠菜半年粮”，沧州当地
的一首古老民谚，道尽这里昔日种粮
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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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种专家李振声与刘小京等人联袂发
表了题为《建设“渤海粮仓”的科学依
据》的论文，正式提出“渤海粮仓”的
概念。

两年后的 2013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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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们提出‘渤海粮仓’的底
气，来自我们30多年来积累的、很多成
熟的盐碱地治理新技术。”刘小京回
忆，其中很多经验和技术的发源地，正
是南皮。

时间倒回至40多年前。20世纪70
年代，国家实施盐碱地改造，南皮以其
独特的土地“特色”——拥有大片的中
低产田，吸引来了众多国家和省级科
研院所。

（下转第十一版）

白洋淀附近的大平原。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从张石高速涞源段远眺太行山从张石高速涞源段远眺太行山。。 记者记者 田明田明 赵海江摄赵海江摄

2018 年 6 月 12 日，中科院南皮生态农业试验站
工作人员陈素英 （前） 在收集试验田内的小麦准备
测产。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深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