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11月 8
日，黄骅市康丰种
植专业合作社，沧
州市农林科学院院
长阎旭东（左二）对
农 民 进 行 技 术 指
导。 阎旭东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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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5月 11日，中国科学院南皮生态农
业试验站副站长郭凯，在黄骅市旧城镇后仙庄村
麦田内查看旱碱麦长势。 新华社记者 牟宇摄

2023年10月31日，河北省农林科学院谷子研
究所。

“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从师承关系来算，咱
河北盐碱地上，已经有六代科研工作者了。”河北
省农林科学院原院长王慧军，掰着手指头数着说。

时代变迁，盐碱地上躬耕忙碌的身影，一直
都在。

扎根的年轻人，变了，又好像没有变

2023年10月18日，中国科学院南皮生态农业
试验站海兴盐碱地资源高效利用试验基地。

南皮生态农业试验站副站长郭凯，捧起一把
刚收获的豆粒。

这一双手，磨破了皮。
“没什么，是取土的时候，土钻磨的。”前一天，

郭凯带着三四个学生，刚刚干完这个月的土壤取
样工作。取样是为了测算土壤含盐量、离子成分等
数据。在盐碱地上做研究，这些与土壤水盐有关的
数据，是不可或缺的。

在即将过去的这一年里，沧州的这片盐碱地
迎来了很多客人。

最激动人心的，是 5 月 11 日上午，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沧州市，考察了黄骅市旧城镇仙庄片
区旱碱地麦田，了解盐碱地整治、旱碱麦种植推
广及产业化情况。

向总书记当面汇报工作的，就有郭凯。
无论这片土地受到多少关注，无论这里的人

们心潮如何澎湃，盐碱地上的科学研究，还是要从
水盐运动的基础数据做起。

“把土钻压进地里，一个钻孔要往下钻5次进
行取样，每20厘米取一次，取到1米深，这才算一
钻。每个试验小区取两到三钻，仅冬季咸水结冰灌
溉这一个试验，就有33个试验小区。”200亩的试
验田，郭凯已经算不清自己把取土的动作重复了
多少次。

沧州滨海盐碱区，季节性干旱严重。今年雨季
过后，海兴已经两个多月没下过透雨，土地干硬，
钻土取样并不轻松。

但郭凯干得最快。学生们取一钻的工夫，他能
取两钻。“毕竟，这种活儿我从来海兴的第一个月
就开始干了。”他笑着说。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还
在读硕士研究生的郭凯，拎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了
只有几间土坯房的试验基地。当“大脚印”的焰火
照亮鸟巢、震撼世界时，光秃秃的盐碱地上，夜晚
寂静无声。

这就是郭凯踏上这片盐碱地的第一天。他
说：“我是农村长大的，可是以前在老家也没住过
土坯房。”

郭凯初到海兴的第一年，做的科研项目是冬
季咸水结冰灌溉。这个项目，是要利用不同浓度咸
水冰点不同的特点，通过冬季灌溉咸水，对盐碱地
进行改良。

原理清楚了，实际效果怎么样？从烈日当头到
寒风刺骨，郭凯一直守着试验田，观测，取样，收集
数据。

“第一年的数据全部拿到手，心里就有了底。”
郭凯说。

到目前，郭凯存在电脑里的水盐数据量，已经
超过10G。利用这些数据，他先后开展了冬季咸水

结冰灌溉、抗逆植物品种筛选和种植等多项研究。
他还用数据制作了一张图表，直观地显示试验田
历年季节性水盐运动的情况。

“春季积盐高峰期，原来这块地的土壤含盐量
能达到2%，但现在情况好时能降到2‰。数据直接
说明，土壤中的盐分是能够被控制的，这也是滨海
缺水型盐碱地改良的关键。”郭凯说。

土坯房已成为过去，现在不仅居住条件好了，
科研人员在工作中还用上了不少“黑科技”装备。
在南皮生态农业试验站，借助土壤水盐定位监测
设备，科研人员坐在石家庄的办公室里，就能得到
沧州试验田里不同土层的温度、含水量、电导率等
多项实时数据。

“条件好了，不等于就不用吃苦了。”郭凯说，
只要搞农业研究，就离不开土地，钻土取样依然是
人人要过的一关。

变化的是环境，不变的是探索。不断深入研究
水盐运动规律，是盐碱地上永恒的课题。在曲周、
在南皮、在深州、在曹妃甸……科研人员从未停止
对水盐数据的积累。

钻土，取样，获得数据——当学生时老师带着
干，当老师了带着学生干。六代科研人员就这样干
了一年又一年，在盐碱地上扎下了根。

2012年1月10日，曲周王庄村。
临近中午，村党支部办公楼二楼一间屋子里

坐满了人。人们的目光，聚焦在一块小黑板上。
屋里正进行新一届村党支部书记选举，小黑

板上写着10位候选人的名字。
唱票结束，“黄志坚”这个名字下方的“正”字

最多。
黄志坚，中国农业大学植物营养专业2010级

硕士研究生，广东佛山人，就这样当选了王庄村新
一任村党支部书记。

就在一年多前，黄志坚和老师、同学一起到曲
周各村推广种植技术时，说一口“广普”的他，还会
被当成兜售化肥的推销员，以至于宣讲技术前，总
得先打开没有带货的汽车后备箱自证清白。

即便如此，他还是会被追问：“你来我们这儿，
图啥？”

而对这个问题，中国农业大学的师生们从
1973年到曲周开始，已经用行动回答了几十年。

2009年，为了打通为农服务“最后一公里”，中
国农业大学师生在曲周又建起科技小院。他们住
农家院，吃农家饭，把课堂、实验室搬到了田间
地头。

“研究技术，也要推广技术，推广技术，就要推
广到人心里。”老师的这句话，黄志坚一直记在
心里。

换下名牌运动鞋，穿上和当地人一样的、10
元一双的黑布鞋，在试验田里种出全县小麦最高
亩产……这样的黄志坚，从“外来人”变成了王庄
村的“自己人”。

虽然黄志坚毕业后离开了曲周，但到现在，已
经有100多名研究生像他一样先后住进这里的科
技小院。

为了唤醒盐碱地这一“沉睡”的资源，近几年，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了这片土地。

2023年8月9日，海兴盐碱地光伏农业试验基
地。天还没亮，一个拖着大设备的小身影，来到了
光伏板下。

她叫王珊，25岁，刚从河北农业大学硕士研
究生毕业，在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
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担任科研助理。她带来的这
台光合仪，算上电瓶，有40多公斤重。

日出后，王珊要给试验作物测定光合速率。一
种作物选5个测试点，一个测试点选3棵植株，一
棵植株测5片叶子，测完一种作物要40分钟。大热
天，王珊却穿着长袖长裤，戴着帽子手套，把自己
裹得严严实实。这一天，她拖着那台快赶上自己体
重的仪器，在太阳底下跑了十来个小时。

王珊来到海兴，完成了一次从山到海的跨越。
2018年，还在河北农业大学读大二的王珊，

加入了老师张雪梅的红树莓项目团队。而张雪梅
是“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国的学生，红树莓项
目是李保国生前最后两年投入精力最多的项目。
从师承关系上讲，王珊既是李保国的再传弟子，也
是盐碱地上的第六代科研工作者。

“从太行山到盐碱地，地方变了，但有些东西
没变。”王珊说。

一样得吃苦。冬天受冻、夏天挨晒，无论风霜
雨雪，都要下地。从读研时便来到海兴，一年多过

去，王珊没逛过县城的商场。地里的活儿干不完，
她总想再多干点。

一样有榜样。在试验基地长期工作的有四五
个人，退休后返聘的张秀梅是其中年龄最大的。

“张老师每天早上 5 点多就下地了，一直干到天
黑。她本来可以回家安享晚年，现在还在这里忙
碌。”前辈们的一举一动，王珊都看在眼里。

盐碱地上，一代接一代，就这样传承。

盐碱地上的“黑科技”，强了，还可以更强

2021年3月，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农业资源环
境研究所副所长贾良良，因为一块地，被请到了曲
周西漳头村。

正是小麦返青后起身拔节的时候，旁边地块
的麦苗，绿油油的，整整齐齐。这块地，则出苗稀
疏，像得了“斑秃”，不长苗的地方尽是泛白的盐
渍土。

在已经完成了从盐碱地到“吨粮县”整体跨越
的曲周，还有这样的地，贾良良有些意外。

经测定，这块地土壤含盐量为1.2‰，只属轻
度盐碱，但盐碱之外，还存在土壤板结、有机质含
量低等问题。

这块地，暴露出黄淮海地区改良后盐碱地所
面临的共同问题——返盐和相对低产。虽历经多
年土壤改良，但土壤里的盐并没有消失，只是由耕
层位移潜藏到深层，这就像一把危险的“达摩克利
斯之剑”，管理不好就会重新出现，要时刻警惕。

“过去我们通过压盐沥碱改良盐碱地，主要是
针对盐碱这一单一因子。而对改良后盐碱地进行
产能提升，面对的则是多因子障碍，仅靠一两项技
术改进难以解决问题。”贾良良找到了症结所在。

消减多因子障碍，要用综合手段——挖沟排
涝、深松深翻、浅埋滴灌、施用土壤调理剂等。

其中，土壤调理剂就用了4种：鸡粪、腐植酸
类肥料、经生物发酵技术处理后的厨余垃圾、增加
了微生物菌剂的有机肥。

从工程措施到农艺措施，综合治理效果立竿
见影。今年，这块地小麦亩产680公斤、玉米亩产
860公斤。

但贾良良的关注点，并非只在这一两年的收
成上。

“农民们早就不再是为了吃饱饭而种地，他们
增收渠道多了，似乎可以不在乎这点收成。但为了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这些收成不能随随便便放
弃。”贾良良说，他们要探索的，就是如何让土壤肥
力与粮食产能同步提升，实现藏粮于地。

新理念引领，新技术赋能，这片土地还可以不
断取得新的突破。

2023年6月9日，黄骅，纳茉农场。
“亩产 420 公斤！”旱碱麦实收测产，结果一

出，一片掌声。这一轮作结果，远高于当地旱碱麦
单产水平。

其实，今年是纳茉农场首次收获旱碱麦，2019
年成立后，农场里种的一直都是苜蓿。

为什么这个种草的农场，种粮也能丰收？
纳茉农场的8000多亩地都是中重度盐碱地，

用普通耕作方式种小麦、玉米，收益会很低。宜粮
则粮，宜草则草，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农业资源环境
研究所研究员刘忠宽，给农场提供了一份草粮轮
作的方案。

那就是，先种4至5年苜蓿，改良培肥土壤，再
种1至2年小麦、玉米，等土壤含盐量升回来、肥力
降下去，再继续种苜蓿。

“苜蓿的根系比小麦发达，能到地下 1 米以
下，可以在土壤中形成一个隔盐层，阻止盐分向上
运移。”同时担任着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沧州站
站长的刘忠宽，在盐碱地上和草打了近 20 年交
道。长期的田间监测结果表明，种植苜蓿4至5年，
耕层土壤脱盐率近60%，土壤有机质含量可提升
5%—7%，土壤肥力可提升一个等级。

纳茉农场的苜蓿干草亩产量为 700 公斤至
900公斤，平均每亩地纯收入可接近2000元。草粮
轮作，在增加饲草供应的同时，还提高了土地产出
率。算眼前的经济账，盐碱地上长出了“致富草”；
算粮食大账，化草为粮，向盐碱地要来了更多“高
产田”。

“河北是畜牧业大省，在盐碱地发展饲草种
植，对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奶业振兴能起
到支撑作用。”刘忠宽说。

为拓展多元食物渠道，近年来河北因地制宜

分类利用盐碱地，向盐碱地要来的食物丰富了城
乡居民的餐桌。

在曹妃甸，“稻渔综合种养”的新型模式实现
了“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盐碱地上不仅能实现水
稻丰产，还能放养螃蟹、小龙虾。

在海兴，因当地盐碱地富含钾等元素，种出的
“有机碱梨”酥脆多汁，特别爽口。

在黄骅，设施种植基地里应用了咸水淡化和
咸淡结合的灌溉技术，各种蔬菜长势喜人。

2023年11月10日，沧州市农林科学院人工气
候室里，数十个塑料盆中，长着不同品种的小
麦苗。

这里是科研人员通过分子育种手段选育旱碱
麦新品种的工作场所之一。大田里一年种一季的
小麦，在这间人工气候室里一年能繁殖四代。

分子育种，是一种利用分子遗传学和生物信
息学的原理与方法，进行作物遗传改良的前沿技
术，结合常规育种手段，可定向改良作物。

“借助分子手段，可以明确控制某些目标性状
的优良基因，就像拼拼图一样，把多个优良基因聚
合到一起，以期选育出综合性状优良的新品种。”
沧州市农林科学院副研究员王伟解释。

然而，小麦有10多万个基因，把优良基因聚
合到一起，并没有说起来那么简单。对小麦在基因
层面有所了解，是开展分子育种的前提。近几年，
科研人员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

沧州市农林科学院的研究团队就曾对“沧麦
6002”“沧麦6005”等旱碱麦品种，进行过多种优良
基因的分子标记检测，结果令王伟很振奋。

“比如，我们曾检测过3个抗旱基因的分型，
结果显示，‘沧麦 6002’‘沧麦 6005’两个品种，都
只具备其中一个基因的优良单倍型。若能够采用
分子手段把3个基因聚合到一起，或许它们的抗
旱特性还有更大的提升空间。”王伟说。

新粮仓里的新探索，还在做，还要
走得更远

2023年11月1日，黄骅李子札村。
沧州市农林科学院院长阎旭东，蹲在一块刚

播种了旱碱麦的地块里，不停地用手扒拉着。
按压地面，感受土壤的紧实程度；翻开表面的

土坷垃，看看里层土壤的潮湿度、播种深度和密
度、小麦发芽情况……阎旭东要了解播种质量。

为了提高旱碱麦产量，阎旭东团队近年来一
直在当地推广自主研发集成的旱碱麦种植“六步
法”——品种选择、重施基肥、缩行增密、重度镇
压、春季肥料水溶追施、“一喷三防”，其中“四步”
都在播种期。

正是沧州地区抢种旱碱麦的关键时期，59岁
的阎旭东几乎天天带着团队往各个县跑。

农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的“六步法”，加上配
套农机具的研制推广，打通了技术简化应用的“最
后一公里”。

而现在，阎旭东要把“六步法”的作用发挥到
“最后一厘米”。

播后镇压能提墒增温、促进出苗，但想让镇压
达到最佳效果，并不是简单地给播种机加上一个
镇压器就行。

仅针对镇压这一步，阎旭东团队就做了3年
试验，最终明确了在沧州旱碱地不同土质与墒情
条件下的具体镇压强度。

旱碱麦种植“六步法”技术不仅成为河北省地
方标准，还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这片土地上的探索与创造，没有边界，更没有

终点。
2021年春，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

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带着一个全
新课题，来到了海兴县光伏发电应用领跑者基地。

“我们来之前，光伏板下的地都荒着没人种。
我们来后第二年，农民们就开始抢着承包这片地
了。”副研究员封晓辉说。

光伏板下的盐碱地怎么一下子受欢迎了？
“光伏板遮住了阳光，减少了地表水蒸发，阻

止了土壤盐分向上运移。仅两年时间，土壤盐碱度
就由重度变为了中度。”封晓辉说。

试验表明，追踪式光伏板下，地表水蒸发减少
了40%以上，土壤盐分降低了1.5至3个千分点，土
壤温度变幅缩小。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构建了夏
粮秋草、多年生牧草等多种种植模式。

今年受秋季干旱影响，沧州地区旱碱麦播种
整体偏晚，10月中旬才进入大规模播种期。但由于
光伏板下土壤墒情好，基地试验田的冬小麦播种
10月4日就已完成，未受影响。

发展盐碱地光伏农业，为盐碱地综合利用，又
开拓了新的领域。

2023年10月，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作峰收到
了一份水稻耐盐鉴定报告，184份水稻有了证明其
耐盐能力的“身份证”。

而这份报告，出自位于曹妃甸的河北省农林
科学院滨海农业研究所。

对不同水稻的耐盐性进行分级评价，依据的
是国内首个水稻耐盐鉴定行业标准《水稻耐盐性
鉴定技术规程》，这份标准正是从曹妃甸走向全
国的。

唐山滨海地区有约100万亩的盐碱地。早在
20世纪50年代，以经营水稻为主的柏各庄农场成
立，十几万人聚集到这片盐碱地挥锹抡镐，改变了
这里的面貌。如今，滦南、乐亭、丰南、曹妃甸等沿
海地区已成为产粮大县（区）。

挖掘耐盐种质、培育耐盐优质新品种，对滨海
盐碱地水稻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00年前后，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滨海农业研
究所就着手开展了水稻耐盐鉴定工作研究。

2020年，他们参与制定的行业标准《水稻耐
盐性鉴定技术规程》，给河北乃至全国的水稻耐盐
品种选育、耐盐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

越来越多的新品种、新技术，正从河北的盐碱
地走向全国。

在南皮培育出的“小偃60”“小偃155”，已经
示范推广到天津、山东、新疆等地；在海兴研究出
的冬季咸水结冰灌溉技术，则被带到了内蒙古河
套重盐碱区，为那里的盐碱地改良和作物种植提
供新的技术途径。

这片土地上，躬耕忙碌的人们仍未停歇。
65岁的王慧军，2023年10月去了位于罗马的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向全世界介绍了河北低平
原盐碱治理的产业技术体系。

54岁的刘忠宽，还在不断研究草粮轮作如何
增粮增草增效，向盐碱地综合利用体系化技术研
发迈进。

48岁的贾良良，整理着十几份盐碱地长期定
位试验的数据，这里面藏着盐碱地改良和土壤培
肥的秘密。

40岁的郭凯，从全国各地采集了不同的盐碱
土样，一车一车拉到南皮生态农业试验站，他又想
到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25 岁的王珊还在田间地头，踏踏实实地钻
土，认认真真地观测土地和作物的一点点变化。

盐碱地上的接力，还在继续。

接接 力力
——河北盐碱地治理答卷河北盐碱地治理答卷（（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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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3年年 1010月月 1919日日，，海兴盐碱地光伏农业试验基地海兴盐碱地光伏农业试验基地，，中国科学中国科学
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团队在这里开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团队在这里开
展牧草种植试验展牧草种植试验。。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记者 常方圆摄常方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