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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碱地改良应把握好几个关系

马洪超

在中央反复强调确保国家

粮食安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

提升行动的背景下，有关省份积

极扛起粮食生产重任，加大对盐

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

工作力度。笔者以为，推进盐碱

地改良，需要重点把握好以下几

对关系。

一 是 盐 碱 地 改 良 与 耕 地 保

护的关系。我国有 15 亿亩盐碱

地，其中约 5 亿亩具有开发利用

潜力。如果能将这 5 亿亩，哪怕

是将其中一两亿亩开发利用好，

将极大促进我国粮食生产，使中

国饭碗端得更牢。不过，我们决

不能因为部分盐碱地具有开发

利用潜力或者有可能得到改良，

就放松了对 18 亿亩耕地红线的

坚守。因为，与普通耕地保护相

比，盐碱地改良要付出更大的成

本。而且，从盐碱地改良为普通

耕地需要一个过程，改良后的新

增耕地必须注意后期经营管护，

确保其长期稳定利用。所以，一

方面，要积极推进对盐碱地等耕

地后备资源的综合利用，使符合

条件的盐碱地能够改良为耕地；

另一方面，要坚决守住 18 亿亩耕

地红线，毫不松懈推进高标准农

田新建和改造提升工作，加大现

代化农业设施推广使用力度，大

力开展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更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二 是 借 鉴 经 验 与 立 足 实 际

的关系。我国盐碱地有东北苏

打盐碱地、黄淮海平原盐碱地、

滨海盐碱地、西北灌区盐碱地、

西北内陆盐碱地等多种类型，每

一 种 类 型 的 改 良 方 式 不 尽 相

同。所以，有关地方开展盐碱地

改良，既要学习先进经验，又要防止生搬硬套，须从本地

盐碱土质、水利条件、气候因素等实际情况出发，坚持规

划引领，强化技术支撑，努力探索符合本地各方面实际的

改良方案。

三是积极推进与守住底线的关系。具有开发利用潜

力的盐碱地，是一笔沉睡的财富，除了因为它是粮食增产

的“潜在粮仓”，还在于将盐碱地改良为耕地后，可通过耕

地占补平衡交易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这本无可厚非，但

如果个别地方或单位因过度追求这一利益而放松有关监

管，甚至在盐碱地改良过程中弄虚作假，就可能会带来土

地次生盐渍化、作物品质不合格等次生灾害。因此，须强

化对盐碱地改良的引导和监督，加强问责追责，严守生态

底线，使其持续发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四是“改地适种”与“改种适地”的关系。此前，一些

地方在推进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过程中，多

是采取改良土壤以适应作物生长的思路，取得重大进

展。其实，多数盐碱地特别是轻度、中度盐碱地并非什么

作物都不长，科研工作者在这样的盐碱地上已经选育出

了一批耐盐碱作物品种。下一步，应进一步加大科研力

度，加强适宜盐碱地作物品种的选育、开发和推广，拓展

适宜作物播种面积，做强盐碱地特色农业，发挥良种在盐

碱地综合治理中的作用，使盐碱地改良由主要治理盐碱

地适应作物向更多选育耐盐碱植物适应盐碱地转变。

总之，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是一个战略问题，有关

地方须将其摆在重要位置，积极稳妥加以推进，支持将符

合条件的盐碱地等后备资源适度有序开发为耕地，确保

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清洁能源助天津低碳转型
本报记者 周 琳

企业原材料采购、生产、运输等各环节的

碳排放数据应有尽有，个人衣食住行碳排放

占比一目了然⋯⋯日前，在第七届世界智能

大会现场，天津市宝坻区九园工业园区和小

辛码头村的“碳足迹”吸引了不少目光。“碳足

迹”背后，是新能源云天津碳中和支撑服务平

台的“数据大脑”系统。

国网天津电力发展部配网规划处处长迟

福建介绍，该平台首批接入宝坻九园工业园

区和小辛码头村 151 家企业、88 户农户的能

源消耗数据，提供特色“双碳”服务，国网天津

电力从区域、行业、企业、乡村维度，围绕指标

监测、减排管理、零碳规划、经济测算等方面，

构建“一园一村”碳中和支撑体系，推动园区

产业升级和乡村生态高质量发展。

传送带联动多个生产线、工人与智能设

备高效协作⋯⋯作为宝坻九园工业园区中从

事新能源电池材料生产的企业，天津贝特瑞

新能源公司生产车间一派繁忙。该企业的碳

排放数据详细显示在宝坻九园工业园区管委

会办公室的新能源云天津碳中和支撑服务平

台展示屏上。

天津贝特瑞新能源公司电气部负责人许

锋说：“利用平台的数据，电力公司为我们公

司量身定制了碳减排方案，实施了余热利用

工程。企业每年可减少燃气使用超过 26.3 万

立方米，减排二氧化碳 500 吨以上，实现了绿

色发展与成本节约双赢。”

在距离宝坻九园工业园区 12 公里的天津

市宝坻区黄庄镇小辛码头村，村民李超家中

的厨房里，蒸箱、烤箱等电器一应俱全，灶台

处一点明火不见。李超正在试点的“全电厨

房”里忙碌着，远处一个建有 2 排车棚和 8 个

充电桩的充电站格外显眼。

“‘全电厨房’以风电作为主要能源，应

用集成化、自动化、智能化电磁加热灶具及

电器，烹饪过程无明火、无废气，健康环保、

安全洁净。”国网天津宝坻公司营销部副主

任刘汉永说，根据测算，“全电厨房”比传统

燃气灶具效率提高 30%至 60%，可减少碳排

放 30%至 50%。

李超算了一笔账：过去做一顿 20 人左右

吃的饭菜，需要花燃气费 20 多元，改成“全电

厨房”后，做同样一顿饭菜，只花电费 15 元，不

仅降低了经营成本，还保护了生态环境。

国网宝坻供电公司营销部综合能源技术

管理专责张涛介绍：“我们将光伏车棚与储能

装置搭配，打造‘光伏＋储能’联动模式，利用

储能技术快速响应、双向调节、能量缓冲的特

性，在极大提高光伏系统的调节能力、实现光

伏所发电量就地消纳的同时，可与电网形成

良好互动。”

在 小 辛 码 头 村 的 电 动 汽 车 充 电 站 ，

4 个 V2G（车 网 互 动）充 电 桩 看 上 去 与 众 不

同。电动汽车车主不仅能利用 V2G 给爱车充

电，还能向电网送电获得收益。按照每年提

供充电服务 2000 次、充电电量 5.3 万千瓦时进

行估算，4 个 V2G 充电桩每年可减少燃油消

耗 2.13 万升、减排二氧化碳约 50 吨。

2021 年，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启动宝坻

“一园一村”“双碳”示范工程。依据示范工

程规划，国网天津电力将系统实施“‘双

碳’基础设施网络融合”“‘双碳’运营管

理 智 慧 升 级 ”“ ‘ 双 碳 ’ 新 型 服 务 产 品 拓

展”“‘双碳’产业生态聚合生长”4 项行

动。预计到今年年底，将初步建成以绿电为

中心的现代能源体系，清洁能源装机达到

25.5 万 千 瓦 ， 清 洁 能 源 消 纳 比 率 提 升 至

100%；园区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提升至

76.84%，供电可靠率提升至 99.999%；小辛

码头村低碳乡村生活场景初具规模，实现乡

村“碳汇”试点运营。

小辛码头村的探索，是天津市推广清洁

能源、助力低碳发展的缩影。为加快“建设

电力双碳先行示范区，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

型”，国网天津电力公司通过打造 10 千伏雪

花网、滨海能源互联网综合示范区等特色项

目，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在保障电网安

全、综合能源服务、电力大数据应用、助力

绿色出行、服务低碳生活等方面作出示范。

如 今 的 津 沽 大 地 ， 智 慧 能 源 小 镇 、

城市能源大数据中心、省级智慧能源

服务平台等一批可复制、易推广的创

新示范项目，正在引领电力系统加速

向高度数字化、清洁化、智慧化方向

转型。

国 网 天 津 宝 坻 公 司 发 展 部 副 主

任徐福表示，到 2025 年，“一园一村”

清 洁 能 源 装 机 将 达 到 29.94 万 千 瓦 ，

清 洁 能 源 电 量 占 比 达 到 65% ；九 园

工 业 园 区 低 碳 示 范 项 目 全 面 落 地 ，

形 成 绿 电 驱 动 低 碳 生 产 、低 碳 生 活

的 全 场 景 综 合 示 范 ，园 区 电 能 占 终

端 能 源 消 费 比 重 达 到 82.99% ，高 效

运 营 园 区 能 源 大 数 据 中 心 、新 能 源

云 天 津 碳 中 和 支 撑 服 务 平 台 ，形 成

系统完备的碳排放测算、核算、评价

体 系 ；构 建 基 于 碳 循 环 的 全 寿 命 周

期“ 双 碳 ”政 策 体 系 ，引 导 产 业 低 碳

转型、聚合发展，初步构建绿色循环

经 济 体 系 ，示 范 引 领 作 用 将 全 面 显

现 ，一 批 可 复 制 、可 推 广 的 新 技 术 、

新模式将全面输出。

云 南 牟 定 青 山 绿 水 富 乡 亲

2022 年 年 底 ，水 利

部公布 2022 年度国家水土保持示范

名单，云南省楚雄州牟定县入选，成为云南

省 2022 年唯一入选的县区。

牟定县地处滇中高原中部，山区、半山

区面积占全县总面积达 91%。由于年降雨

量少、蒸发量大，加上入境水量少、出境水量

多，牟定县水资源比较匮乏。上世纪 80 年

代，全县水土流失面积达 1055 平方公里，占

国土面积的 72.06%，曾是云南省水土流失

重点县。

为着力守护绿水青山，牟定县持续推进

坡耕地整治、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美丽乡

村建设等，将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与生态产业

发展相结合，形成了措施完善、机制健全的

水土流失防治体系，实现生态宜居与经济发

展的良性循环。

综合治理小流域

5 月，记者来到云南省牟定县新桥镇云

龙村。这里山峦起伏、坡陡沟深，由于干旱

少雨，当地植被较为稀疏，山体缺少树木覆

盖，生态环境脆弱。

牟定县水务局水土保持股主任起联春

介绍，“山区干旱缺水，农民只能在山坡上耕

种，这些坡耕地就是引起水土流失的一个很

大问题。只要下点雨，泥土混着水就被冲下

去，不下雨时山上就没有水，非常干旱”。

坡耕地比较陡峭，每到雨季都会出现大

量水土流失。特别是地处牟定县东部的戌

街乡、安乐乡、新桥镇、江坡镇等地水土流失

严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牟定县持续多年

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采取坡改梯措施

保护水土。

在云龙村一处山头，记者看到大型挖掘

机正在施工作业，原先的陡坡地依据山势被

平整成大小不一的小梯田，层层而下。起联

春介绍，这是牟定县正在实施的 2023 年国

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兴隆小流域综合治

理工程，山上还将建设配套蓄水池、光伏泵

站、机耕路、道路排水沟等工程，以改善农村

生产条件，保障坡改梯后的土地有灌溉用水。

坡改梯的效果如何？在云龙村的另一片

山头，前几年改造后的山地如今田间地种满

了石榴树，果林采用滴灌技术实行节水灌溉，

树 苗 长 势 生 机 勃 勃 ，一 些 石 榴 树 已 经 开 始

挂果。

“经过水土流失治理，我们村引进了外地

企业流转土地种果树，以前光秃秃的坡耕地

和抛荒地都绿起来了，今后山上的生态会越

来越好。”云龙村村民普友说。

为改善水土流失现状，近年来，牟定县以

小流域为单元，合理安排农、林、牧、副各业用

地，采用工程措施、植物措施、耕作措施等协

调配合综合防治，累计综合治理龙川河、古岩

河、飒马场、河节冲、左家等小流域 60 余条，治

理水土流失面积 727.42 平方公里。在重点乡

镇，采取封禁、封禁加补植、梯田加园面种草

覆盖的治理模式，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充

分发挥生态自我修复能力。

产业兴旺生态美

通过数十年的水土流失治理，牟定县水

土生态环境逐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

综合发展能力不断提升。

眼下，位于牟定县戌街乡碗厂村委会白

铜厂村的连片沃柑基地正处于成熟期，果园

里农户们正忙着采收。阳光照射下，一串串

黄澄澄的沃柑挂满枝头，果香弥漫。剥开一

口咬下，香甜可口、汁水四溅。

“快来尝尝刚刚摘下来的沃柑，可新鲜

了。”碗厂村党总支书记李梅招呼客人品尝，

“这片果园过去曾是一片光秃秃的荒山”。

20 年前，处于勐岗河河底的白铜厂村因

地质灾害整村搬迁到山上居住，但是山上干

旱缺水，农业发展受限，村民大都选择外出

务工。

水 是 农

业 发 展 的 关 键 。

起联春介绍，为解决这

一问题，脱贫攻坚期间，水务

部门在白铜厂村投资 150 万元，建

设了 3000 立方米的蓄水池及配套工程，通过

从勐岗河提水至蓄水池，解决了村里的农业

用水问题。

2015 年，村里引进盛果源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流转 320 亩土地种植沃柑。如今，荒

山成了花果山，沃柑成为村民发展致富的

“金果果”，村民们也从中获益。

“我们家流转 3 亩地给公司，每年有 2000

多元租金。我平时在果园上班，每个月还有

2000 多元的工资，在家门口就有收入，不用

出去打工了。”村民朱洪海说。

“现在山上的水土保持住了，村里生态

变好了，特色农业也进一步发展了。”李梅

介绍，去年白铜厂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 万元。

在综合防治基础上，近年来，牟定县结合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将发展高原特色农业

与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有机结合，先后培育出

核桃、红梨、花椒、李子、软籽石榴、沃柑等特

色产业，玫瑰花种植基地、特色瓜果种植园、

生态农庄等纷纷涌现，水土流失治理助推农

业效益提升。随着高原特色农业产业规模不

断扩大，牟定县生态建设成果进一步巩固，实

现了生态保护和经济

发 展 双 促 进 、双

丰收。

跳出水保看水保

走进牟定县共和镇天山村，近处林木茂

盛，远处青山连绵，曾经水土流失严重的山坡

如今绿意盎然，这一改变得益于牟定县国储

林项目的实施。2021 年 7 月，牟定县投入项目

资金 354.41 万元在毗邻庆丰湖旅游开发区的

李大山实施了国储林项目，项目占地 555 亩，

共栽植湿加松 15857 株，支付当地群众土地流

转费用 83.25 万元。

“栽松树绿化了荒山，老百姓得实惠，也

造福了子孙后代。”村民李国安说。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不仅仅是水务部门

一家的事，我们应该树立‘大水保’思维，统筹

协调水土保持与农、林、水等多部门的工作关

系，构建全面完善的防治体系。”起联春说。

在“大水保”思维、“跳出水保看水保”的

理念下，牟定县统筹兼顾，以水土流失治理和

生态环境改善为目标，协调水务、农业农村、

自然资源、林草、生态环境、住建、发改等部

门，协同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国土绿化美

化、天然林保护、陡坡地生态治理、水环境综

合整治、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等项目，生态治理

效益显著。牟定县还与云南大学等院校广泛

合作，开展了多项水土流失治理科学研究，其

中在飒马场小流域开展的“滇中高原山地典

型退化生态系统的水土保持功能及修复的生

态 机 理 ”研 究 成 果 获 云 南 省 科 技 进 步 奖 二

等奖。

经过 30 多年的不懈努力，牟定县水土流

失面积从 1985 年的 1054.91 平方公里下降到

2020 年的 327.49 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上升

到 2020 年的 78.08%；至 2020 年，牟定全县累计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727.42 平方公里，近 3 年水

土保持率高出云南省同期 3.5 个百分点以上。

目前森林覆盖率、县城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分

别达 65.6%和 39%。各项水土保持设施增强了

土壤涵养水源能力，有效减轻了洪涝等自然

灾害的影响，助推了农业经济效益的提升。

牟定县水务局局长赵嫱表示，“下一步，

我们将结合‘十四五’规划，坚持治理与开发

保护相结合，加强生态产业项目储备和建设，

推动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增强水利支撑保障

能力，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本版编辑 陈莹莹 李思隐 美 编 倪梦婷

□ 本报记者 曹 松

图为云南牟定县戌街乡碗厂村委会白铜厂村修建的蓄水池。 本报记者 曹 松摄

在第七届世界智能大会国网电力展区，观众正在参观电

力组塔机器人。 李 婷摄

牟定县庆丰湖，青山绿水，森林苍翠。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