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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考在大部分地区已落下帷幕，这几

天关于高考的话题十分热，同样热度不减的是

今年的“高考房”市场。

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高考当周

多 地 考 点 周 边 酒 店 预 订 量 较 考 前 一 周 增 长

242%，国内酒店预订量超 2019 年同期三成以

上。预订“高考房”的多不多？房价与平时

比有没有上涨？这一行业新业态呈现出哪些

新特点？

北京市第十五中学高三学生小高家住大兴

区，高考考点在西城区一六一中学，小高说：

“我是寄宿生，妈妈提前为我订好了‘高考

房’。考点往往安排在就读学校所在城区，因

为班里的寄宿生住得比较远，所以大家都预订

了‘高考房’。”另据北京一家考点附近酒店工

作人员介绍，到店的不少客人是家住大兴、房

山等远郊区县的考生。

考点周边酒店的房源、价格涨幅等情况

不尽相同。以北京十四中考点为例，同样是

距离考点几百米，豪华型的希尔顿逸林酒店

房源较多，共 541 间，酒店销售张女士介绍，

虽然有不少家长前来订房，但是没有出现房

源紧张的情况，价格也比较稳定；经济型的

格林豪泰贝壳酒店只有 60 间房，高考期间客

源量明显增长，房价也随之上涨，涨幅在 100

元左右。海友酒店北京西城区区域负责人李

鸣秋介绍，海友酒店的房价略微上涨，平均

上涨 30元左右。

据华住集团对其旗下酒店相关数据的统

计，不同类型的酒店中，经济型酒店表现最为

突出，整体预订量达 70%。此外，一线城市的

“高考房”预订量较去年高考期间增幅超 25%；

二线及以下城市展现出更强劲的需求复苏势

头，以徐州市为例，部分门店预订量较去年高

考同期增长超150%。

6 月 6 日是考生集中入住酒店的时间，近

四成考生选择提前入住适应环境。在北京市场

5 月中下旬是考生家长预订“高考房”的高峰

期，大多数考生家长会在考前半个月为孩子选

好酒店。

北京师大附中、十五中、十四中等考点附

近的酒店，无论是豪华型酒店还是经济型酒

店，其工作人员均表示，所有考生家长都提出

了“安静”的需求。格林豪泰贝壳酒店贴出标

语为考生营造安静环境，为此向所有客人提供

不限量的免费矿泉水。“不可能无条件要求客

人安静，我们需要付出一些成本。”该酒店工

作人员说。希尔顿逸林、海友等酒店则尽量将

考生安排在远离电梯口的房间，或将考生房安

排在集中区域，全季酒店还在房间内放置了

耳塞。

除了努力创造安静的备考环境，不少酒

店还推出了高考特别服务。李鸣秋介绍，海

友为考生准备了 2B 铅笔等文具，还赠送了寓

意为“100 分”的 1 根油条和 2 个鸡蛋作为早

餐。汉庭酒店则将早餐时间由早 7 点提前到 6

点半。

线下酒店在服务上发力，线上旅游平台则

推出各类优惠活动，去哪儿旅行平台推出考生

认证订房优惠活动，携程发起部分考点周边酒

店 7 折起活动，同程则推出了 88 元高考专属

礼包。

中 国 教 育 科 学 研 究 院 研 究 员 储 朝 晖 认

为 ，“ 订‘ 高 考 房 ’没 必 要 跟 风 ，要 基 于 地 理

位置等实际情况以及对孩子的了解，另外酒

店 的 选 择 不 用 在 意 它

的 豪 华 程 度 ，要 以 安

静、利于休息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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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周边酒店预订量周环比增长242%——

“ 高 考 房 ”越 来 越 走 俏

黑龙江省五常市因五常大米而全国闻名，

不过前不久这里却因盗挖黑土地“出了名”。今

年 3月末至 4月初，五常市一起破坏盗挖黑土地

案件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在五常市沙河子

镇福太村，一些外来承包租户剥离黑土层，盗

挖覆盖在其下的草炭土进行售卖，涉及土地面

积约9.5万平方米。

如今两个月过去了，盗采现象有没有得到

遏制？被破坏的农田能否恢复？这里为何卖土

却不种粮？近日，经济日报记者来到五常市实

地探访。

被盗挖田地现在啥样

从哈尔滨乘绿皮火车至五常市，再驱车 3

个多小时，途经颠簸不堪的山路，记者来到了

坐落于山谷间的福太村。刚下过雨不久，福太

村一眼望去有些萧条。

如果不是因为盗挖黑土地案件，这个群山

环抱的小山村或许不会走进公众的视野。公开

调查结果显示，福太村非法开采现场有两个土

坑，一个位于福太村四间房屯以东约 1 公里

处，土地性质为沙河子镇福太村基本农田，开

采面积是 60498 平方米；另一个位于福太村福

太屯东侧约 500 米处，土地性质为山河屯林业

局范围内的水田耕地，开采面积是 34946 平

方米。

“以前就听说过有挖土的，但在我们这儿还

是头一回。”遇见福太村亮甸子屯一位刘姓村民

时，他正推着一台小型农机慢悠悠往家走，“好

像是今年春节前后，开始有人在田里挖土。”

在这名村民带领下，记者来到距离他家几

十米远的一块空地。这块空地曾是晾晒场，只

见上面覆盖着一层黑黝黝的泥土，一旁的电线

杆处还残留着一个几立方米的小土堆。据这名

村民介绍，此前犯罪团伙把从田里挖来的草炭

土就堆放在这里，现在这块场地已经平整完

毕，上面那层颜色明显更深一点的泥土就是后

来回填到地里的草炭土。

“眼下，被盗挖的稻田地已经进行了回填。

因为回填时土块尚未解冻，回填土空隙较大，

无法全部还田，所以这里的农田较相邻未被盗

采的农田，看起来还是矮了差不多几十厘米。”

福太村福太屯村民田龙告诉记者。

在五常市一个距离福太村 60多公里的小村

庄，记者采访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前两年

村里就有人自己的稻田不种了，把草炭土挖出

来卖。不过现在不让整了。”提起盗挖草炭土一

事，老妇人见怪不怪。记者还随机采访了丰收

屯、东信屯、寒冲河屯等地的几位农民。对于

非法挖土倒卖一事他们坦言，“以前确实有卖

的，但现在查得可严了”。可以看到，随着黑龙

江省严厉打击盗采草炭土黑土行为专项整治行

动的开展，在五常市盗挖土地现象已得到明显

遏制。

被破坏的农田是否会对种田造成影响？“不

幸中的万幸，盗采时当地气温较低，被挖起的

冻土块未完全解冻，目前已归还田间。”据中国

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隋跃

宇分析判断，“随着气温升高，归还土块逐渐融

化，加之该区域种植水稻，水稻插秧前需要泡

田，可将土壤化为粥状，使之恢复平坦，预计

不会对种田有太大影响。”

为何外包却不种粮

“不挣钱不划算。”当被问及村里为何有人

宁愿外包土地也不种粮时，亮甸子屯的那位刘

姓村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福太村一亩水田平

均亩产水稻 1500 斤，除去肥料、机械等成本，

一年下来可以净赚两三百元；但这些租出去挖

土的水田，即便用心经营，亩产水稻也就六七

百斤，要不就是五六百斤的产量。

同是水田，亩产为何这么悬殊？答案是土

壤类型不同。

主要从事土壤地理学、土壤生态方面研究

的隋跃宇曾两次前往福太村实地调研。他告诉

记者，这些遭到盗挖的水田在山脚下，很久以

前是片湿地，后来经过开垦成了农田，这便是

老百姓口中常说的“垡子地”。因为“垡子地”

地势低洼，田里水多草多，植物根系、枯枝落

叶等在这里堆积腐烂，时间长了便会慢慢形成

薄厚不等的草炭、泥炭层，也就是当地人俗称

的“垡子土”。

“犯罪团伙之所以大费周章雇佣多台挖掘机

将水田表层的黑土剥离，正是为了获取覆盖在

黑土层下的草炭土。”隋跃宇说。

不同于普通黑土，泥炭、草炭土常由半分

解或未分解的有机残体组成，其中有的还保持

着植物根、茎、叶等的原形，颜色从未分解的

黄棕色，到半分解的棕褐色甚至黑色，其有机

质含量多在 50%至 87%。而该区域农田黑土的

有机质含量一般只有3%左右。

近年来，不法分子大肆盗挖田里的草炭

土，主要是用于出售，以牟取利润。“他们挖出

来的‘垡子土’，经过粉碎、筛选、包装等操

作，近的运到城里养花种菜，远的销往北京、

南方等地。”刘姓村民介绍。

除了养花种菜，水稻育苗也是草炭土的一

个重要用途。“不像其他土壤那么重，‘垡子

土’质量轻，结构松软，插秧时容易剥离，也

不容易散，所以我们常用作育苗床土。”在福太

村，不少人家房前屋后会堆放点从自家田间地

头挖出来的草炭土，偶尔也会花钱买点草炭

土。“你看，就这么一小堆，可以用上几年。”

刘姓村民指着自家门口的一堆草炭土告诉记者。

不管是水稻育苗还是养花种菜，草炭土都

是好材料，但拥有“垡子地”的农户却对它爱

不起来。

隋跃宇解释，这是因为草炭土是低产土

壤。草炭土很松软，车和人容易陷进去，只能

靠人工插秧，费时费力。不仅如此，水稻插秧

前会对稻田进行灌水，由于其密度小，水稻泡

田时，表层土壤就会像船一样漂浮起来；加之

草炭土吸水性强，吸水后土壤温度会降低，特

别是春季水稻苗期时不利于秧苗生长，水稻产

量低。“从耕地条件方面考虑，农民是愿意把草

炭土剥离的。”隋跃宇说。

对此，刘姓村民深有感触，“电视里的沼泽地

见过吧？‘垡子地’就跟沼泽地一样，农机一进田，

‘啪’一下就陷进去了，还得再找车拽出来”。

在刘姓村民看来，“垡子地”不适合种庄

稼，粮食产出量低，如果算上肥料、机械成本

可能还会入不敷出。“听说一亩地外包能给7000

元左右，我家是没有‘垡子地’，要是有，说心

里话我也想外包出去。”刘姓村民说。

加大力度保护黑土地

除了五常市，别的地方有没有破坏黑土

地、盗挖草炭土的现象发生？

记者随机走访了吉林省梨树县和黑龙江省

海伦市，在采访专家、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和村

民过程中，大家一致表示，没有见到也没听说

过当地有类似事情发生。一位研究了几十年黑

土的专家告诉记者，“破坏黑土地盗挖草炭土现

象还是少数”。

事实上，不是所有的黑土地都能挖出草炭

土。“梨树县和海伦市是典型的黑土区域，地势

平坦，无河湖低洼地及山间谷地，不具备形成

草炭土的环境和地形条件。”隋跃宇说。

据记者了解，草炭土的形成离不开水，多

分布于冷湿地区的低洼地，在东北地区相较其

他黑土类型分布较少。在我国，泥炭的埋藏量

约为 270 亿吨，黑龙江省最多，其次为四川、

吉林及辽宁等省。

非法盗挖草炭土事件渐渐平息。然而，这

一案件却为黑土地保护敲响了警钟。“草炭土不

仅能够起到气候调节作用，同时也有水文调节

功能，在我国是一种重要的矿产资源。一旦被

破坏掉，就彻底消失了。”隋跃宇强调。在业内

人士看来，盗采草炭土将会使黑土层进一步变

薄、水土流失加剧，从而导致土壤肥力下降，

粮食产量降低。

“黑土地如此珍贵，但目前在国家层面尚未

针对黑土地保护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隋跃宇

认为，更好保护和利用黑土地，当务之急是要

尽快推动相关立法，摸清我国黑土地保护现

状，构建黑土地资源清单，对黑土地数量和质

量实施动态监测。

与此同时，隋跃宇建议根据黑土地退化程

度和退化类型，制定合理的保护区划，科学保

护和利用黑土地；以县为单位建立黑土地保护

利用监测网络，对黑土层厚度、土壤性质、地

形地貌、水土流失以及退化污染等情况及时监

测；批准建筑用地时要求开发商将剥离的表层

黑土储存起来，以便日后用于土地复垦、用作

育苗床土等；建立一套合理的奖惩体系，大力

表彰黑土地保护利用先进集体和个人，对肆意

破坏黑土地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

这 里 为 何 卖 土 不 种 粮这 里 为 何 卖 土 不 种 粮
——黑龙江五常黑土地遭遇盗挖后续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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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东 北 黑 土 区

是世界三大黑土区之

一，包括黑龙江、吉

林、辽宁以及内蒙古

东部三市一盟，典型

黑土区耕地面积约 2.78

亿亩。这片被誉为国

家 粮 食 安 全 “ 稳 压

器”和“压舱石”的

黑土地，对中国人的

“饭碗”贡献有多大？

答案是：年粮食产量

占全国的 1/4，商品量

占全国的 1/4，粮食调

出量占全国的 1/3。东

北黑土区对于确保我

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

意义。

如 今 ， 保 护 这 片

黑土地值得全社会关

注。此次记者采访的

非法开采草炭土其实

只是黑土地保护问题

的“冰山一角”。由于

长期不合理耕作和高

强度利用，这个“耕

地中的大熊猫”正面

临 着 更 严 峻 的 威 胁

——“量减质退”。

有 关 监 测 显 示 ，

近 60 年来，东北黑土地耕作层土壤有机质

含 量 平 均 下 降 了 1/3， 部 分 地 区 下 降 了

50%。这一连串数据意味着什么？简单说，

就是黑土地变薄了、变瘦了、变硬了。由此

带来的直观感受是，黑土地颜色看起来没有

以前那样黑了。

要想维持高生产力就必须严重依赖高量

化肥投入，长此以往，土壤生物多样性、养

分维持、水净化与水分调节等生态功能退

化，我国东北黑土区开始由“生态功能区”

向“生态脆弱区”演变，并严重威胁国家粮

食安全和区域生态安全。

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粮。东北黑土地

是大自然的恩赐，也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贵

资源。

端牢“饭碗”，科学保护和利用黑土地

刻不容缓，这有赖于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

监测监管体系的完备，也有赖于强有力的科

技支撑，需要因地制宜、统筹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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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黑龙江五常市发生

的破坏盗挖黑土地案件引发多方

关注。一时间，黑土地保护成为大

家热议的话题。黑龙江是我国最

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东北黑土区更

是世界三大黑土区之一。肥沃的

黑土地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时至今日，被破坏的黑土地怎

么样了？这件事给黑土地保护带

来哪些警示？该如何杜绝类似事

件的发生？

图为福太村此前存放盗采来的草炭土的晾晒场地图为福太村此前存放盗采来的草炭土的晾晒场地，，现已完成回填现已完成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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