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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毛 之 地 变 成 米 粮 川
——吉林省白城市推进盐碱地综合治理调查

多年前，吉林省白城市的盐碱滩寸草不生，

飞鸟不落。如今，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

吉林省西部松嫩平原盐碱地是东北苏打盐

碱地的集中分布区，地处松嫩平原腹地的白城市

是这类盐碱地的典型区域之一。苏打盐碱地的

主要成分是碳酸钠和碳酸氢钠，具有高 PH 值、

高钠离子、高碳酸盐和低渗透性、低养分、低钙的

“三高三低”特性，土壤质地黏重，非常不利于植

物存活与生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白城市抓住吉林省实施河

湖连通工程等机遇，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途径，

取得积极进展。2014 年至 2023 年，白城市实施

盐碱地治理项目 66 个，建设规模共计 49.6 万亩，

新增耕地 33.8 万亩。

目前，白城市可开发未利用土地有 491 万

亩，其中可开发为耕地的有 347 万亩，盐碱地占

比较高。吉林省近日提出确保到 2035 年全省粮

食产能跨上 1000 亿斤台阶，有待开发的盐碱地

被寄予更多期待。

改土治碱要先行

4 月中旬的白城，小草微微返青。在大安市

海坨乡互助村土壤改良试验示范基地，上一季的

稻茬已被农机打碎翻进田土，日后将转为有机质

培肥地力。再过几天，这里将迎来从大安灌区引

来的嫩江水，一旦气温条件合适，就可以灌水泡

地准备插秧了。

互助村的这块盐碱地，此前不知荒弃了多少

年，因为土壤质量不行，连野草都不大长。

转机出现在去年春天。

2022 年 1 月份，吉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加快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启动实施“千亿

斤粮”生产工程。这是吉林省在 2021 年粮食产

量首次迈上 800 亿斤台阶后，为进一步扛稳国家

粮食安全重任而提出的新目标。

为落实这一生产工程，吉林省自然资源厅牵

头在海坨乡互助村设立盐碱地土壤改良试验示

范基地，吸引了 11 家企业参与，旨在作出示范，

引领更多社会力量投身盐碱地改良。去年 3 月

份开工改土，6 月初完成水稻种植，10 月份水稻

收获⋯⋯各参试企业纷纷交出答卷。

“我们公司是参试单位之一，秋季测产每亩

产量达 558.85 公斤，成绩名列前茅。”吉林硅谷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要东见到记者，

就一同前往公司的土壤化验室，直观感受有机硅

功能肥在治理盐碱地方面的功效。

化验室里，一名工作人员取出两份等量的本

地盐碱土，分别倒入两个透明饮料瓶。随后，取

出一定量的有机硅功能肥，倒入其中一个瓶子。

再往两个瓶子里注入大半瓶纯净水，拧好瓶盖，

左右手各持一个瓶子使劲摇晃。只见装入有机

硅功能肥瓶子里的盐碱土迅速变成众多团粒结

构，而没有添加的那瓶盐碱土被浸润成了极细的

粉末，稍作沉淀，两者的对比更加鲜明。

工作人员介绍，有机硅分子结构独特，经络

合作用，可降低土壤中盐离子的活跃度，促进土

壤微颗粒形成团聚体，改善土壤通透性，有利于

土壤微生物繁殖，给植物根系营造良好的生长环

境。得益于有机硅功能肥的相关功效，吉林硅谷

农业在互助村的盐碱地改良试验地块实现了当

年治理、当年见效。

去年参与互助村盐碱地改良试验的 11 家企

业，有的采用有机硅调理技术，还有的采用脱硫

石膏复合改良技术、磷石膏改良技术、硫酸铝改

良技术等，并选用耐盐碱水稻品种，使盐碱地新

开水田快速改良成丰产水稻田。

“对苏打盐碱土改良必须考虑土壤中盐的成

分 、地 下 水 位

等 多 种 因 素 ，

按 照 技 术 配 方

实施，符合技术

要 求 后 才 可 以

插 秧 。”华 清 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清华大学盐碱

地区生态修复与固碳研究中心副

主任刘嘉说，他们探索出脱硫石膏复

合改良技术，2014 年在大安建立了 1100

公顷盐碱地改良示范基地，2017 年实施的

大安市叉干项目做到了当年改良、当年种

植、当年收获，获得国家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在此次互助村盐碱地改良过程中，公司

在示范基地新增耕地面积 68.2 公顷。

多年来，诸多院校和科研单位也在白城市开

展盐碱地改良试验，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科学

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就是其一。该研

究所以酸性磷石膏为改良剂，探索出物理与化学

方法同步快速改良技术，可中和苏打盐碱地的强

碱性，同时增加土壤絮凝性和透水性，排盐降碱

效果显著，实现了苏打盐碱地当年治理、当年见

效的目标。

“植物之所以难以在盐碱地里生长，一是由

于高浓度盐碱导致的渗透胁迫，使植物吸水困

难，造成植物的生理干旱；二是由于离子毒害，盐

碱离子会破坏植物细胞膜的结构和功能，同时影

响植物对养分的吸收，最后导致植物死亡。”中科

院东北地理所高级工程师刘淼介绍，传统的单纯

泡田洗盐技术在短期内无法快速消除盐碱障碍，

不仅会造成水资源大量浪费，还会拉长治理年

限。所以，重度盐碱地改良必须坚持“以耕层改

土治碱为基础，以灌排洗盐为支撑”，而且改土要

先行，通过改良剂将其中的盐碱成分降至合理

水平。

盐随水来随水走

4 月 20 日，记者赶到引嫩（江）入白（城）供水

工程渠首的白沙滩泵站时，恰逢泵站提水作业，

附近的输水渠波光粼粼，源源不断地将水送向

远方。

这渠江水对推进当地盐碱地治理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刘淼告诉记者，盐碱地治理须遵

循“盐随水来，盐随水走”的规律，这样才能实现

事半功倍的效果。

“盐随水来”有地理、气候等方面的历史成

因。与周边相比，吉林省西部地区地势相对较

低，湿地湖泊较多，西边是大兴安岭山脉，东边是

长白山山脉，松花江和嫩江在此汇流，之后沿东

北方向流到省外。白城市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

年降雨量不足 400 毫米，蒸发量却达 1800 毫米以

上。这样一来，河流带来的冲击盐碱在此汇集沉

淀，大量的蒸发却使地下水在土壤里不断上升和

挥发，盐分则留在了地表土壤中。这就是白城市

苏打盐碱地的成因和难以治理的原因所在。

“盐碱是由水带来的，也需要用水把它送走，

实现‘以水压盐’‘盐随水走’。”刘淼说，这离不开

加强水利工程建设，打通河湖水系让盐碱地治理

有水可用，盐碱稻田排水有处可去。

作为吉林省重点水利工程之一，引嫩入白工

程自 2011 年开始供水并全面发挥效益，年均提

水超 3 亿立方米，对当地的农业灌溉、湿地补水、

城市供水等发挥了巨大作用。得益于这一工程，

位于引嫩入白供水工程渠首的镇赉县，如今已有

超半数的耕地改为水田，成为吉林省水稻产量第

一县，年产水稻近 20 亿斤。

引嫩入白工程是白城市河湖连通供水工程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吉林省大力实施西部地区

河湖连通工程，依托自然河湖水系和兴修的水

利，以提水、引水、分水方式，将嫩江、洮儿河、霍

林河等水系资源打通，当地的湖泊湿地再次丰盈

起来。

“河湖连通工程对于白城市增加降水量、促

进粮食增产、改良盐碱地等发挥了重大作用。”白

城市水利局工程科副科长王家欢告诉记者，为进

一步推进盐碱地治理、助力“千亿斤粮食”产能建

设，吉林省将在“十四五”时期推进大水网建设，

谋划实施引嫩入白扩建一期（黑鱼泡灌区）工

程、大安灌区二期（一步）扩建工程等一批

重大水利工程。

日渐充裕的水源为盐碱地改水田创造了条

件，不过，对盐碱地改水田的实际农田管理也要

重视。刘淼说，盐碱地改良的土地平整非常重

要，田面高低相差不要超过 5 厘米，这样才有利

于实现更好改良效果，也有利于加强后期水肥管

理。之后，做完机械旋耕、泡田、搅浆、沉淀排水

排盐等程序，就可以灌水、插秧了。

“盐碱地改良环环相扣，具体落实环节十分

重要。”刘淼说，盐碱地水田水分科学管理非常重

要，此举兼有调控盐碱和预防早衰的双重作用，

如果发现稻田里的水浑了，需及时排水去盐碱，

换入清水。

刘淼还特别提醒，改良盐碱地水田须谨慎实

施秸秆还田。一是注意秸秆还田时不能深翻土

地，防止把改良层下面的盐碱土翻上来影响地

力；二是因为水田在长苗期始终有水，夏季气温

升高，如果是较大程度的秸秆还田，会在厌氧环

境下产生硫化氢气体，影响稻苗生长乃至存活。

吉林省的秋季短，入冬早，降温快。每年 9 月

20 日左右，稻穗已经满浆，就有农户给稻田排

水，等待割稻。此时，“盐随水走”在稻田环节完

成最后一步，稻田排出的水又一次进入地头的沟

渠，沟渠再汇入河道、流向泡沼，经过耐盐碱的芦

苇等水草与有关水生动物净化且检验合格后才

被允许流入更大的河流湖泊。

选育作物改良土质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马

巍今年 39 岁，2010 年到吉林省农科院参加工作，

2014 年被派到位于镇赉县嘎什根乡的试验基

地。那时，吉林省农科院刚与该县大屯镇大官村

英台农机农民合作社开展盐碱地选育水稻品种

合作不到两年，正是缺人手的时候，于是他又被

安排兼顾大官村的试验田。

当时，引嫩入白供水工程已开始供水两三

年了，镇赉县正积极推进水田开发。给盐碱地改

良田找到更适宜的水稻品种，成为当地科研机构

的一致想法。马巍来到大官村后，从育苗到插

秧，从田管到秋收，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稻田

里。他每年都会从吉林省农科院带来几十个水

稻试验品种，从中筛选遗传比较稳定、具有杂种

优势的新品种。

“除了注意观察抗病性、抗倒伏、抗低温、丰

产度等性能，选育出一个水稻新品种需要花费七

八年时间。”马巍说，在地头“被看好”的成熟水稻

籽粒，只能算是育种材料，还需要在本地和海南

南繁基地进行扩繁加代，正常情况下需要种七八

代（约 4 年时间），才能实现育种材料的稳定。此

后，还需要在研究机构逐层进行评比试验和过

审，变成审定品种后才可以大面积推广到相应盐

碱地地区。

吉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和马巍的家都在

公 主 岭 市 ，往 返 镇 赉 县 需 要 坐 好 几 个 小 时 的

车，平时很难照顾家人。马巍到镇赉县一干就

是 9 年。他和同事们共同选育出的吉粳 816、吉

粳 830 等耐盐碱高品质水稻新品种在镇赉县得

到大面积推广。

马巍说，早在 1988 年，吉林省农科院水稻专

家们就来到镇赉县考察，认为这里泡沼众多、靠

近嫩江，比较适合发展水稻种植，便向村民详细

讲解种植技术，手把手地教农民种水稻，使这里

水田逐渐多起来。为了探索改良盐碱地种水稻

的方法，从筛选好品种，到把握栽培技术，再到改

进育苗方式，老一代专家们一个方案一个方案地

试验，终于在 2004 年将吉粳 88 试验成功，盐碱地

种出了超级稻品种，产量明显增加。此后，新品

种不断出现，品种和产量越来越好。

随着镇赉县越来越多的轻度和中度盐碱地

被改良，马巍和同事正向 PH 值大于 9、盐分大于

3‰的重度盐碱地治理做探索，结合物理、生物、

化学法改良盐碱地土质，并争取选育出更好的水

稻品种，反过来促进重度盐碱地治理。

与吉林省农科院采取“以稻治碱”思路相近，

白城市农业科学院这些年一直探索通过种植燕

麦、葵花等作物改善盐碱地土质，着力选育和优

化新品种。

走进白城市农科院办公楼一层的展览室，

只见左手一侧摆满了各个品种的燕麦干穗样

本 ，分 别 标 注 着 白 燕 1 号 、白 燕 2 号 等 字

样。该院副院长何峰介绍，他们目前已

选育出白燕系列新品种 27 个，其中白

燕 2 号、白燕 7 号在全国得到

大面积推广。种植经验表明，燕麦能吸收土壤中

的盐离子，从而实现对盐碱地的改良。

去年 8 月份，白城市农科院与一家公司开展

了盐碱地施用柠檬酸石膏种植燕麦试验，结果表

明每亩施用 4 吨柠檬酸石膏，可明显提高燕麦出

苗率。今年 3 月底，双方又进行了一场施用柠檬

酸石膏、有机液体肥改良盐碱地的试验，研究玉

米、燕麦、高粱、大豆等作物对其产生的相关反

应，以及土壤物理、化学性质的变化情况，为改良

利用重度盐碱地提供科学依据。

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也一直

在研究通过作物种植来改良盐碱地。该所培育

的耐盐碱水稻品种东稻 4 号、东稻 12 号、东稻 122

号已成为吉林省的主导品种。在此之前，该所基

于羊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通过相关技术，筛选

和培育出了多个耐盐碱、产量高、分蘖多、粗蛋

白 含 量 高 的 优 质 高 产 多 抗 的 羊 草 新 品 种（品

系）。2010 年和 2015 年，该所“重度苏打盐碱地

顶级植被快速恢复核心关键技术的创新与应

用”“苏打盐碱地大规模以稻治碱改土增粮关键

技术创新及应用”先后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

让“熟地”多起来

随着一块块盐碱地被改造成丰产田，白城市

的村民逐渐由观望者变成了参与者，还有人靠包

地实现了增收。

郭晓红是大安市大岗子镇的种粮大户。前

些年，她家主要是流转普通口粮地，“顶多流转

10 垧地、20 垧地，规模不够大，忙活一年也挣不

了多少钱”。随着大安市近些年盐碱地治理工作

的推进，她开始盘算着租些改造后的盐碱地来

种。与吉林硅谷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接后，

她在 2022 年接手了该公司 300 垧改良 1 年后的

盐碱地，并接受他们提供的生产技术帮助。

“看到硅谷农业改良盐碱地‘一年变良田’

后，我心里才有了底。”郭晓红告诉记者，她承包

的盐碱地水田一垧地净收入达 1 万元，300 垧地

1 年忙下来可赚 300 万元。“以前谁敢对盐碱地抱

这样的想法啊！”她说。

“第一年的包地成本低，两三千元一垧，以后

逐年提高。”郭晓红说，大安市正常黑土地的包地

成本得 1 万多元一垧，虽然包盐碱地水田的肥料

成本相对高一些，但总体算下来，还是比包普通

地赚得多。

董要东告诉记者，吉林硅谷在大

安市新平安镇长和村有一块

盐 碱 地 治 理 项 目 ，

去 年 公 司 给 村

里账户打款 100 多万元，村集体立马有钱了，“以

前村里账上就没有超过 10 万元的时候”。

在白城市，因盐碱地治理而受益的不仅有种

粮大户和村民，还有一些转行的人，甚至外省人

也过来掘金。

前些年，大安市红岗子乡武在洲和武再新兄

弟两人一直在做工程，行业不景气的时候，听说省

里正推进盐碱地治理，于是，两兄弟在 2015 年包

了 300 垧盐碱地，并成立了兆丰种植家庭农场，琢

磨着用脱硫石膏改造盐碱地。然而，试种了几年，

一垧地产粮只有六七千斤，效果不是很好。

“那时候特别迷茫，不知道自己的改良方法

哪里不对。”武再新说，他们农场靠近中国科学院

大安碱地生态试验站，同样是盐碱地改良后种水

稻，人家地里的作物就长得特别好。于是，武家

两兄弟便来学习请教。

2021 年 3 月份，中科院东北地理所科研人员

来到兆丰农场，发现他们对改良剂的使用量不达

标，盐碱地改造得不彻底，于是在排水、施肥、插秧

等技术方面给予了指导帮助。当年，兆丰农场轻

度盐碱地产稻 1.4 万斤一垧，2022 年接近 1.6 万斤

一垧。兄弟两人去年又包了 200公顷的盐碱地。

看到兆丰农场改造后的“熟地”越来越多、收

益越来越好，不少人前来找他们租地种，黑龙江

人于洪波就是其中之一。他在 2021 年包了 50 垧

兆丰农场改造四五年的“熟地”，每垧 7000 元租

金，50 垧地一年可净赚二三十万元。现在，兆丰

种植家庭农场已有 4 户这样的二次承包户。

相比大安市的这几名种植户，镇赉县大屯镇

大官村英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任志国

享受到盐碱地治理好处的时间更长，至今已有

10 个年头。目前，英台合作社经营的包括治理

好的盐碱地在内的各类农田已有 400 多公顷，每

年仅卖稻米和稻田蟹就让合作社收获颇丰。

“村里人非常敬重农业技术人员，如果春耕

前马巍不来做讲座，有些村民都不敢轻易摆弄稻

田。”任志国笑着说。

与当地农民喜欢种水稻情况有所不同，白城

市研究培育的优质燕麦品种“墙内开花墙外香”，

在河北、新疆等地更受欢迎。

“种植白燕 2 号燕麦，每亩可产 200 斤左右籽

粒，可收 600 斤左右干草。”何峰说，由于燕麦价

格相比水稻优势不够突出，本地农民更愿意种综

合收益更高的水稻。不过，随着燕麦产品今后开

发更成熟，燕麦营养价值更受重视，它也会迎来

自己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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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碱地被称为“地球之癣”，治理难度大。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黄骅考察时指出，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是一个战略问题，

必须摆上重要位置。我国耕地后备资源总体有限，但盐碱地数量多、潜力大，全国有15亿亩盐碱地，其中5亿亩具有开发利用潜力。

东北苏打盐碱地、新疆盐碱土壤、滨海盐碱地⋯⋯我国不同盐碱地类型的区域，多年来因地制宜开展了多种尝试，成效如

何？如何唤醒这些沉睡的土地资源，让不毛之地变成米粮川？如何综合利用好盐碱地，做好这篇特色农业文章？我们先跟随记

者去吉林省白城市看看那里的盐碱地治理情况。

用 好 科 技 和 市 场 力 量
“当年治理，当年见效”，这是多家盐碱

地治理单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说的一句

话。在实实在在的成果面前，这句话在一定

程度上彰显着依靠科技和市场力量改良盐

碱地的巨大潜力。

要真正治理好盐碱地，必须遵循绿色治

理理念，将治标与治本结合起来，科学选择

治理技术路线和方法，进而对症下药。治理

盐碱地传统的单纯灌水洗盐方法或加酸解

碱方法，常常会带来次生盐渍化面积扩大

或土壤二次污染等问题。目前一些地

区在盐碱地改良实践中，探索出脱硫

石膏复合改良、磷石膏改良、硫酸

铝改良、有机硅功能肥改良等多

种技术路线，这本身就是实践创

新和技术创新的结果，也将在相

互竞争中形成更加符合各地实

际的更优技术路线，为下一步推进盐碱地改

良提供有力支撑。

盐碱地治理离不开资金投入，需要引导

各方面力量参与进来。多年来，国家在盐碱

地治理方面下了很大力气，形成了一套比较

完善的配套体系。下一步要实现盐碱地治

理更大成效，需要在关注技术创新的同时，

不断提升社会资本治理盐碱地的积极性，加

强引导和规范。只有更好运用市场力量，更

好发挥政府作用，盐碱地治理才会形成更大

的梯次带动效应。

盐碱地改良的具体田间管理环节同样

容不得任何马虎。改良剂放多少、施肥施多

少、秸秆还田留茬留多高、灌水洗盐碱灌到

什么程度⋯⋯诸多细节都需严格把握。尊

重科学，规范操作，才能把盐碱地改良好，把

中国饭碗端得更牢。

□ 本报记者 马洪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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