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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地的现状已引起各界高度
重视。全国政协专题调研组在不久
前的专题报告中建议，国家层面应尽
快出台保护黑土地资源的法律或法
规，尽快实现黑土地资源保护的刚性
约束，从国家战略的高度重视黑土地
资源的保护，建立黑土地资源保护长
效机制，全面推行保护性耕作制度，
大幅增加黑土地农田基本设施投入，
对于城市化建设等非农建设用地实
行黑土耕作层土壤剥离制度。

农业部、财政部也积极行动。今
年中央财政专项安排 5 亿元，支持东
北地区 17 个产粮大县开展黑土地保
护利用试点。“黑龙江省确定双城等 9
个试点县（区），计划落实黑土地保护
试点面积 100.83 万亩。其中整建制
推进涉及 4 个整乡推进、62 个整村推
进和 53 个合作社。”黑龙江省农委副
巡视员李世润说，整建制推进有要
求，试点县要“县内有大中型有机肥
厂、乡镇内有农机合作社、村里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同时，土地集中
连片，每个县实施面积不少于 10 万
亩。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全省黑土地
保护试点实施方案，并探索了平地玉

米区、坡耕地等不同的技术方案。
据介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

区大力推广秸秆还田、有机肥施用、深
松整地、测土配方施肥等措施，不断扩
大黑土地保护面积。全区年实施测土
配方施肥面积 300 万亩，有效解决了
农民盲目施肥和过量施肥造成肥料浪
费及地力下降等问题，减少对土壤和
地下水的污染。该区以希勤乡爱强
村、同心乡同德村连续10多年施用农
家肥为基础，向246个行政村扩展，施
用农家肥面积达到50万亩。

曾衍德说，要坚持用养结合、保
护利用。统筹好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和黑土资源保护之间的关系，优化农
业生产布局，大力推广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走在保护中利
用、在利用中保护的路子。同时，要
坚持突出重点，综合施策。以耕地质
量建设和黑土资源保护为重点，统筹
考虑土肥水种栽培等生产要素，综合
运用工程、农艺、农机、生物等措施，
确保黑土地保护取得实效。他认为，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强：

有机肥资源利用增肥。各地要
根据不同纬度重点推广秸秆机械粉

碎还田、覆盖还田和秸秆堆沤还田等
不同的秸秆还田技术。还要加快推
进种养结合，在畜禽养殖相对集中的
地区，发展从事有机肥生产和施用的
社会化服务组织，鼓励农民利用畜禽
粪便积造和使用有机肥。

粮豆轮作培肥。通过建立合理
的轮作种植制度，推行粮豆轮作，增
加大豆种植面积。由于收入差异，目
前农民不愿意种植大豆，要切实加大
政策扶持和引导。

缓坡地治理护肥。坡耕地治理
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关键措施。要根
据实施情况，对不同坡度的缓坡耕
地，采取机械起垄横向种植、短坡种
植、等高修筑地埂，结合地埂种植生
物篱带等治理措施。

此外，发挥好新型经营主体的带
头作用至关重要。中国农科院农业
区划所副所长徐明岗认为，黑土地保
护利用试点一定要有承担任务的载
体，像种粮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
龙头企业，就是很好的载体。他们有
保护黑土地的强烈意愿，又有开展黑
土地保护利用的条件，把他们作为试
点工作任务的承担者，效果更好。

编者按 “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粮。”耕地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近年来，耕地质量面临的

压力越来越大。随着有关部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对土壤进行整治，对耕地进行修复，我国耕地保

护与治理初显成效。本报选取了黑土地保护、建设用地复垦、农膜污染治理等领域的典型地区进行了调

研采访，探求如何在保护中利用耕地，在提高粮食产能的同时兼顾耕地资源环境的农业可持续之路。
耕地老了吗？

耕 地 本 不 会 老 。 但

是，或许正因为我们以为

耕地不会老去，耕地却在

悄悄地——很多地方、很

多时候甚至在剧烈地、快

速地老去。

老去的原因，其实我

们都清楚。比如，从各种

企业排放出来的未经处理

或者处理不当的废气、废

液 、 废 渣 之 类 的 “ 三

废”，现在明排的少了，

但未达标排放的、乃至偷

排的依然不少；过度依赖

农药、化肥，在全球农

药、化肥施用量中，我们

占了大头；生活垃圾、畜

禽粪便及农业废弃物如塑

料薄膜的粗放处理，过去

我们习惯于任其自然；再

比如，对耕地的过度开

垦、过度使用以及水土流

失，导致耕作层变薄，一

如 东 北 黑 土 地 面 临 的

境况。

耕地无语。但耕地会

以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

由于这些不公正的待遇，

在许多地方它的质量在变

化，它的地力在下降，它

正在衰老。它原本拥有的

丰润与活力，在很多地方

渐渐变得羸弱与老迈。仅

以国土部门前年公布的数

字，我国受到中重度污染

的 耕 地 大 约 在 5000 万

亩，这仅仅只是在当时条

件下大体测定的数字。在鱼米之乡的湖南某地，一位

老农问，这地怎么就没有过去那么长庄稼呢？非得靠

大化肥不可。

其实，这样的诘问，我们不该指向耕地。应该责

问的，是我们自己。令人欣慰的是，与这种责问相向

而行的是，在发展与保护的长期矛盾中，我们选择了

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和谐共生的绿色理念，保护耕

地、爱惜耕地在许多地方开始成为一种自觉。或许，

我们可以粗略地描述一下这些年保护耕地的举措：从

耕地红线，到测土配方施肥、高产田创建、土地整

理、农田水利、药肥减量，再到表土剥离、黑土地治

理、农膜治理、重金属污染治理等行动，这些统一的

理念与分散在不同部门的专项动作，形成了我们保护

耕地的中国路径。

成效有目共睹。比如，耕地减少的速度有所下

降，培肥地力的耕作行为越来越多。不过，问题依然

突出。一个醒目的例子，这些年新农村建设中，为减

少占用耕地，许多村民被集中迁居上楼。按理，农村

宅基地建设用地会相应下降，但实际上，这一占地数

字不降反升。显然，节约出来的耕地指标很多被腾挪

转换了，这还不包括盖楼所占的地都是熟地好地，而

退出来的大多是贫地差地。

这样的尴尬，根子还在于爱护耕地的观念没有深

入骨髓。曾经，我采访过的一位造纸厂经理说，他们

知道排放污水会毒害耕地，但治了污就没有钱造纸。

再说，全县、全省、全国耕地那么大，不在乎这一

点。“不在乎这一点”，或许为许多地方不愿意在保护

耕地下大力作出了观念上的注解。非不能也，是不

为也。

但我们面临的耕地形势，已容不得我们“不

为”。我们人均耕地本来就少，才一亩五分地，而占

用耕地的压力还很大，大规模的铁路建设、水利工程

项目、城镇化发展都会占用耕地。在这种压力下，提

升耕地质量、保护耕地质量就尤为重要，也尤为紧

迫。只有在观念上把耕地与我们每个人的发展、每个

人的未来真正联系在一起，许多我们以为的困难、我

们遇到的困难，都会有积极的体制、机制与方法上的

探索与解决。

我们必须让耕地永葆青春活力。趁着我们年轻，

更为了我们自己，别让耕地老去。

东北地区是我国大粮仓，保护好这
块独特优质的黑土资源，实现永续利用
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对发展现代农业、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近
日，记者就如何保护东北黑土地等问
题，采访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陈
萌山。

“近年来，东北地区在连年增产的同
时，出现了黑土退化问题。尽管国家已
经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水土保持、测
土配方施肥、保护性耕作等项目，黑土
资源退化流失的趋势在局部地区得到延
缓，但整体恶化的局面未从根本上扭

转。”陈萌山表示，当前我国东北黑土退
化，既有丘陵漫岗地多、黑土表层疏
松、夏季降雨集中等自然原因，也有耕
作制度、政策设计、公共服务、机制体
制等方面的原因。保护东北黑土地刻不
容缓。

有鉴于此，中央对黑土地保护非常
重视。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
农业生态治理，开展“东北黑土地保护
试点”。最近国务院批复了 《农业环境突
出 问 题 治 理 总 体 规 划 （2014—2018
年） 》 和 《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

（2015—2030 年）》，把东北黑土地保护

作为重点专题列入发改委、农业部等 6 部
委联合实施的重要任务。

据了解，当前农科院正在开展“东
北黑土地保护工程”协同创新项目。谈
到实施该项目的总体思路和具体做法，
陈萌山表示，在黑土地保护的思路和措
施上，离不开科技创新。中国农业科学
院科技创新工程协同创新行动，就是探
索农业科研创新机制，优先解决黑土地
保护等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为区域农
业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国家粮食安
全提供技术支撑。坚持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围绕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稳步提升和黑土资源永续利用，依靠科
技，创新机制，逐步建立东北黑土地保
护的长效机制。

此外，陈萌山还建议，在黑土地保
护工程实施过程中，要注意三点：一是
做好顶层设计，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
认真细化黑土地保护协同创新行动的主
要任务和实施方案。二是整合各方优势
资源，建立上中下游紧密衔接、产学研
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机制。三是解决实
际问题，真正把新技术和新成果应用到
生产实践中，为保障粮食生产和黑土资
源永续利用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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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创 新 中 保 护 在 保 护 中 创 新
——访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陈萌山

本报记者 常 理

治 疗 黑 土 地“ 贫 血 症 ”
本报记者 乔金亮 常 理

阅 读 提 示

黑土是世界公认的最肥沃的土壤。

长期以来，我们对黑土地资源的过度开

发利用，使得曾经黑黝黝、抓一把能出

油的黑土地，如今已疲惫不堪逐渐变

薄。如何让黑土地在不影响生产能力的

情况下恢复“体力”成为一项重要课题。

伴随农业部、财政部东北黑土地保护利

用试点项目的启动，记者近日再一次来

到东北，探寻黑土地的保护利用之道。

原来“插根筷子也发芽”的
黑土地如今正发生改变。由于超
强度的开发利用，黑土地退化明
显。在黑龙江省北安市二井镇自
和村，村党支部书记闫中杰挥锹
挖开了一块地，不到 30 厘米，
便露出了黄土层。前一段，专家
告诉他：“黑土层已由上世纪 50
年代的平均 60 至 70 厘米，下降
到平均 20 至 30 厘米，并且还在
继续退化。”

行车的路途上，记者看到高
速公路两旁的坡地、林地很多已
经变成了耕地。据介绍，原先的
不少大豆田也变为玉米地。吉林
省农安县创业村农民姜成辉说，
大豆能固氮肥地，过去东北不少
农民都习惯粮豆轮作，利于提高
土壤地力。但种大豆效益低，每
亩纯收益不到玉米的一半，现在
大家越来越不愿意种。

“ 感 觉 黑 土 层 营 养 越 来 越
少，不得不多施化肥。现在种 6
亩玉米，化肥底肥就得 600 斤，
追肥还得 500 多斤。化肥用量比
20 年前增加了近一倍。”姜成辉
说，如今，粮食产量靠化肥顶
着，由于有机肥源明显不足，大
部分农田已多年不施有机肥。农
民们说，以前的土地土壤层较

厚，脚踩上去就像踩在海绵上一样，现在许多地方土壤
板结得厉害，踩上去根本看不到脚印。

吉林省黑土地耕地面积达 520 万公顷，占全省耕地
面积的 7 成以上。吉林省农委巡视员于文波说，每年流
失表层土壤平均可达 0.3 至 0.7 厘米，耕层有机质以每
年 0.1%的速度下降。耕地的犁底层深度已由上世纪 80
年代的 20 厘米左右下降到 13 厘米。土壤的持续供肥能
力下降，作物病害发生频率提高。

据监测，黑土表层平均每年流失 0.3 至 1 厘米，一
部分耕地黑土层厚度由开垦之初的 80 至 100 厘米下降
到目前的 40 至 50 厘米，部分地区下降到 20 至 30 厘
米，局部地区甚至出现完全丧失腐殖质层的“破皮黄黑
土”。

农业部种植业司司长曾衍德说，近些年来，东北黑
土区高产作物种植面积不断增加，大豆、杂粮等肥田作
物种植面积越来越少。同时，农家肥使用减少，化肥施
用量增加。黑土地长期高强度、超负荷利用，在作物产
量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耕地地力和土壤微生物活性下
降，以及土壤贫瘠化。

黑土是世界公认的最肥沃的土壤，东北黑土区耕地
面积约 4.8 亿亩，是全球三大黑土区之一。东北四省区
粮食产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调出量占全国的三分之
一，对保障粮食安全很重要。黑土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
源，形成 1 厘米黑土层需要几百年的时间。专家已发出
警告，如果不加以保护，黑土继续退化，东北“大粮
仓”的基础不牢，优势也会失去。引以为自豪的宝贵黑
土地资源将不复存在。

趁你我年轻

，别让耕地老去瞿长福

当前东北黑土地面临的“量减质
退”局面，给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
境带来潜在风险。记者采访发现，这
主要源于过度开垦利用、不合理的耕
作制度和产业结构、长期忽视水土保
持措施等。加之，强制性的法律法规
等制度性约束缺乏，农民无法从保护
黑土地中获得更多经济效益，导致农
民“重用地轻养地”，黑土地不堪重负。

水土流失是导致黑土层不断变
薄的重要原因。目前东北已有 700
万公顷左右的坡耕地的黑土层厚度
不足 20 厘米，237 万公顷的坡耕地黑
土层已经消失。不久前，水利部水土
保持司司长刘震参与全国政协东北
黑土地专题调研。他说，如果任由水
土流失继续发展下去，50 年后东北

黑土地又将有 94 万公顷坡耕地的黑
土层彻底丧失。

耕作制度和产业结构单一，制约土
壤肥力提升。同时，种养发展不协调，
玉米就地青贮转化饲料率低，草食畜牧
业滞后。据吉林省榆树市有关人士介
绍，根据吉林省实施的土壤有机质提升
计划，2013年该市获得土壤有机质提
升补助资金 150 万元，项目耕地每亩
补贴 10 元，农户施用农家肥按 2 至 3
立方米计，仅运输成本就要 80至 120
元，“这样很难调动农民养地积极性”。

秸秆还田是增强土地肥力的有
效措施，但不少地方的秸秆还田率还
不高。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农业大
学教授陈温福长期从事水稻育种工
作，跑遍了东北的水稻主产区。据他

观察，一些农民对秸秆还田有疑虑，
由于操作中有出现秸秆、土壤不结合
导致产量下降的可能，农民宁可把秸
秆烧了也不还田。

黑龙江省农科院土肥所副所长周
宝库认为，组织化程度不高，制约黑土
地保护措施的推广。比如，等高耕作
应该是治理漫岗坡地水土流失的重要
措施。但受原有顺坡承包土地的制
约，很难统一推进。平原地区深翻深
耕需要大马力拖拉机，但由于一家一
户分散经营，无法统一作业。农民承
包经营的土地地块零散，多以顺坡条
带状为主，导致等高起垄、修埂、筑沟
等治理措施难以落实。

此外，还有黑土地保护技术集成
研发不够等原因。

黑土变薄令人忧

保护黑土该咋办

种地为何不养地

图为位于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内的黑土地图为位于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内的黑土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常常 理理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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