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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壁滩生长绿色奇迹
茫茫戈壁，绿意盈盈。走进新疆柯坪县

绿色戈壁设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基地，

一派生机勃勃，哈密瓜、羊角蜜甜瓜和西红柿

等各类果蔬长势喜人。该公司总经理王孔会

说，这片戈壁设施农业产业园总占地约 2000

亩，已建设 208 座新型日光温室。从实践看，

发展戈壁设施农业潜力大，有效缓解了果蔬

与粮食争地问题。

柯坪县所在的新疆阿克苏地区，坚持将

戈壁荒滩变良田，去年全地区建设戈壁设施

农业 628 座，种植蔬菜达 52 万亩，产量 118 万

吨，蔬菜生产保障能力不断提升。阿克苏地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胡铭华介绍，树立大食

物观，不仅要加强盐碱耕地改造提升、戈壁荒

滩综合利用，还要拓展耕地增量空间。

戈壁荒滩，绿色绵延。统计显示，2023 年

阿克苏地区新增粮食种植面积超过 100 万亩，

占全疆新增面积四分之一以上，为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贡

献。这背后，“另辟蹊径”发展戈壁设施农业种

植果蔬，从而腾出粮食种植空间是重要因素。

坚持科技先行

樱桃熟了！5 月末，在阿克苏市托普鲁克

乡樱桃园里，果实饱满的红樱桃挂满枝头。

“要做好摘心、拉枝、除草、施肥，每个环节都

要精细化管护，就会获得好的效益。”种植户

侯娟种植了 50 亩樱桃，通过航空物流，卖到北

京、广州、杭州、成都等地。她告诉记者，“戈

壁滩上搞种植更要精心，注重果品质量，绝不

能单纯追求产量”。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在戈壁滩上

种植果蔬，首先要坚持科学种植，考虑适宜作

物，并持续对贫瘠的土地进行改良。“不能急，

把树养好了才能丰产。”侯娟说，樱桃适宜在

沙质土生长，通过掺土、堆肥等措施改良戈壁

滩 土 质 ，樱 桃 树 就 能 健 康

生长。

在 位 于 阿 克 苏

地 区 温 宿 县 柯

柯牙镇的冰

雪 蜜 脆

园果业设施农业基地，有 570 座大棚种樱桃。

2020 年，阿克苏冰雪蜜脆园果业有限公司从

山东引进樱桃进行试种，在戈壁滩上发展设

施农业，实现了当年种植当年挂果，如今已进

入半丰产期。

“今年预计总产量在 150 吨左右。我们尝

到了在戈壁滩上发展设施农业的甜头，带动

了本地农户增收。”阿克苏冰雪蜜脆园果业有

限公司经理王睿昊说，“我们应用智能化果树

管理系统，严格控制温度、湿度、光照等条件，

根据土地情况施用相应的肥料，今年一座大

棚的产量在 1 吨左右。”

据了解，从长远看，在戈壁滩种植作物一

方面要选择适应性强的作物，另一方面要改

良戈壁滩土质。在一些地区，用沙质土混合

炉渣，以更好保水保肥，增加植物根系透气

性，为作物创造良好生产环境；还有的地区则

是引进其他地方适宜作物生长的土壤。

科技活水总长流，戈壁终会变绿洲。

通过上述方式，阿克苏地区的阿克苏市、

温宿县、新和县、柯坪县等地将万亩荒漠变良

田，变身为设施农业产业园。柯坪县乡村振

兴局局长唐运全说：“我们努力化不利条件为

有利因素，利用戈壁荒漠建设设施农业，昔日

不毛之地如今正变身‘菜篮子’‘果盘子’。”

突破用水约束

戈壁滩自然环境恶劣，不仅土壤贫瘠，水

资源还普遍紧缺。因此，在戈壁滩发展设施

农业，要科学高效利用水资源。对此，阿克苏

地区以打造水肥一体化示范区为抓手，大力

推广应用水肥一体化灌溉管理技术，以解决

戈壁荒滩发展设施农业用水不足的难题。

记者在柯坪县绿色戈壁设施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生产基地看到，大棚内安装了滴灌设

施，肥料融于滴灌水中，滋养正在生长的蔬

菜、水果。

基地技术管理

员 王 怀 忠 表 示 ，可

以说，在戈壁滩

上发展种植，

用 更 少 的

水，收获了更多的蔬菜和水果。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通过手机 APP操控大

棚设备已经比较普遍，可以进行精准喷灌和施

肥，实现了更为精准的节水、更为高效的用

水。胡铭华说，从全地区情况看，通过水肥一

体化示范区建设，灌溉水保证率已经提高到

85%以上，亩均节水量达到 100立方米以上。

在阿克苏，一些建在戈壁滩上的蔬菜、特

色果园基地，正迈向农文旅融合综合体。在

柯坪县绿色戈壁设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

基地，正在建设新型智能化玻璃温室，内部划

分为爱教区、立体栽培区、鱼菜共生区、南果

北种种植区、荷兰立体模式种植区、空中种植

区、机器人展示区等区块。

“这些项目全部建成后，可种植反季节蔬

菜，开展果蔬深加工，全年可产出多品种果蔬

6000 吨。”王孔会说，“我们将继续扩大种植规

模，发展观光农业，打造集农产品采摘、农业

新技术展示、农业科普教育、旅游休闲娱乐于

一体的综合性活动场所。”

推广鱼菜共生

随着种植养殖技术的发展，戈壁滩上种

植养殖空间和方式不断拓展。阿克苏地

区沙雅县有座雁栖·沙雅田园综合

体，这里发展的“鱼菜共生”种养模式，实现了

“鱼帮菜”“菜帮鱼”的良好效果。

记者了解到，这一模式依托高密度循环

科技水产养殖技术，将鱼排出的粪便作为蔬

菜的肥料，菜的根部吸收水中的养分后，水又

被 排 入 鱼 池 ，从 而“ 养 鱼 不 换 水 ，种 菜 不 施

肥”。在阿克苏地区的戈壁滩上，种养一体生

态高效农业模式正悄然兴起。

有专家介绍，“鱼菜共生”种养模式可以

循环用水，不仅经济效益显著，而且环保效益

也非常高，尤其适合水资源短缺地区。在戈

壁滩上推广这种模式，能够发挥土地优势，又

可破解用水难题，可谓一举两得。

走进阿克苏市依干其镇良种托万克乔格

塔勒村，座座大棚排列整齐，大棚内一边种

菜、一边养鱼。经营这些大棚的是新疆聚富

生态农业科技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负责

人 徐 新 军 告 诉 记 者 ，合 作 社 成 立 于 2022 年

5 月，已建大棚 16 座，通过“鱼菜共生”种养模

式，实现了鱼菜双丰收，已上市 5 万多尾鲈鱼、

3 吨多蔬菜。

“通过‘鱼菜共生’种养模式，不仅提高了

蔬菜和鱼虾产量，还因为不用施药，提高了这

两类产品的品质，现在我们村的两种产品非常

受欢迎，在市场上有着良好口碑。”良种托万克

乔格塔勒村党支部书记吐尼亚孜·托乎提说。

引入

﹃
调查官

﹄
精准打击生态违法

林昌华

近两年，福建在全国率

先全面推行生态环境审判技

术调查官制度，不少地区也

开展了相关实践探索，浙江

温州实施环境资源审判技术

调查官聘任制度，四川引入

生态环境技术调查官制度开

展 生 态 破 坏 刑 事 案 件 审 理

等。“调查官”制度搭建起法

律 与 环 境 专 业 技 术 的“ 桥

梁”，在生态治理领域引入专

业力量，填补生态环境审判

技术辅助制度空白，破解生

态修复难以落地这一难点，

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成效。

生态环境技术调查官制

度，是指法院在审理涉及生

态案件中聘请生态领域专家

担任技术调查官，并全程参

与 案 件 审 理 。 这 个 探 索 制

度，正从三方面发挥作用。

首先，提高就地修复可

行性。

此前，由于缺乏生态领

域专业技术支持，生态环境

损害案件中经常采用罚金判

罚、缴纳生态修复费用等“价

值罚”的等价替代方式，原地

原貌修复的比重偏低。引入

生 态 环 境 技 术 调 查 官 制 度

后，有效提高了生态修复方

案的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

性，让当事人能够直接参与

到受损环境修复的具体行为

中，使得“价值罚与行为罚”

一体并重成为常态，极大提

升了就地修复的生态治理可

行性。在生态治理实践中，

赋 予 技 术 调 查 官 现 场 勘 验

权、调查询问权、文书署名权

等，全流程参与调查取证、行

政评议等各个环节，重点针对环境损害程度、生态修复方

案和修复费用等核心要素给予技术支持，技术意见写入

行政判罚文书，产生了行政效力。技术调查官的介入，使

鉴定意见与修复方案执行都更为精准。

其次，推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治理+”体系。

生态治理修复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参与、多源

预防、多元共治、多维联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

体系。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传统的生态

环境治理方式已经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在生态环境治理

中，专业技术的应用和调查取证的能力是非常关键的，而

调查官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力量，可以发挥技术和

专业优势，有效打击生态违法行为。通过制度创新来加

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主动引入社会力量创设生

态治理“产学研用”绿色协作机制，有效提高生态环境治

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探索形成生态协同治理的新路径，确

保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最后，实现生态治理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重提升。

生态环境技术调查官是由从事生态研究的专业人士

组成技术团队，负责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并

提出相应的治理方案。在生态治理中推广这一机制能够

有效地发挥专家专业优势，提高调查和治理的效率和准

确性。技术调查官的专业身份、全程介入能够使当事人

对裁判结果更加信服，修复方案执行度更加精准，也让企

业和群众对生态环境修复的体验更加直观，彰显出持久

性、实效性、综合性的社会效益。

生态环境技术调查官制度是一个有益探索创新。但

从目前情况看，生态环境技术调查官制度法律支撑体系

还有待完善，技术调查官的诉讼地位、职责、遴选程序、诉

讼参与方式、法律责任等还需进一步明确，应致力于完善

相关法律及技术标准体系，更好地发挥专家力量，才能构

建起以政府为主导、法律为准绳、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

与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风 从 张 北 来
本报记者 王胜强 宋美倩

夏日的坝上天高云阔，在位于河北省张

北县的国家风光储输示范工程现场，一座座

巨大的白色风机迎风转动，一排排太阳能光

伏板熠熠生辉。“这一示范工程集风力发电、

光伏发电、储能系统、智能输电于一体，破解

了大规模新能源自选集中并网、集成应用的

难题。”国网冀北张家口风光储输新能源有限

公司党建部主任梁立新说。

张北县地处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连接

带，最高海拔 2128 米，与张家口市相距 45 公

里，落差达 1000 多米。温差的悬殊形成空气

对流，使张北成为内蒙古高原北风南下的主

通道，10 米高处年平均风速每秒 6.4 米。而风

过 云 雾 净 ，张 北 年 平 均 日 照 时 数 达 2897.8

小时。

张北县是张家口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

区 重 点 区 ，2023 年 新 能 源 装 机 总 规 模 突 破

1000 万千瓦。近期该县张北恒丰新能源有限

公司 50 万千瓦平价上网项目、铭昊 10 万千瓦

平价上网光伏扶贫示范项目等 4 个项目共计

80 万千瓦光伏建成并网，恒电铭泰、典墨正

阳、东方电气等 3 个共计 70 万千瓦的光伏项

目开工建设。

张北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任振宇说，

“十四五”以来，张北先后推动申报和实施了

国家多能互补、新能源微电网、风电和光伏平

价上网等 9 个门类共 24 个示范项目。近 3 年

间新增装机规模近 500 万千瓦，同时还建成风

光储综合利用示范工程，实现了“风光互补、

储能调节、智能输出、友好可控”，破解了大规

模新能源集中并网、集成应用的难题。同时，

富集的清洁能源成为发展大数据产业的天然

优势，张北被列入国家“东数西算”8 个算力枢

纽节点中京津冀的起步区。

在该县白庙滩乡丰茂草原边缘的阿里巴

巴数据中心，厂区外轻风习习，厂房内设备运

转有序。“张北全年采用自然新风制冷模式天

数达 350 天以上，是天然的散热场。同时张北

的清洁能源能为大数据产业发展提供稳定能

源支撑。”阿里巴巴张北云计算产业基地负责

人王伟说，目前阿里巴巴已经在张北选址建

设了 3 个数据中心项目，总投资 255 亿元，总

规 模 52.5 万 台 服 务 器 ，已 上 架 服 务 器 30.5

万台。

“我们一手抓产业配套，开辟 4000 余亩土

地建设大数据产业园区，年供清洁能源 160 亿

千瓦时。一手抓项目引进，云联数据中心、万

国数据中心、电信智慧云基地、爱特云翔数据

中心、森华易腾数据中心等 11 个项目在张北

生根落户，总投资 812 亿元，全县可上架服务

器规模达到 84 万台。”张北县科学技术和工业

信息化局局长刘彦平说，全县 2023 年大数据

产业集群实现营业收入 150.74 亿元，同比增

长 13.11%，张北云计算产业基地获评国家四

星级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

灌注、冲压、冷却、打磨、吊装⋯⋯在总长

690 米、宽 108 米的巨型厂房中，张北艾郎风电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员工正在生产大功率风

电叶片。“这是我们今年刚刚下线的总长 100

米的大功率风电叶片。”公司生产部经理杨彬

说，100 米是风电叶片行业制造的分水岭，此

前公司的主导产品是 60 米至 90 米长的叶片，

这次成功下线的超百米大功率风电叶片配套

6 兆瓦至 8 兆瓦的风机，是公司面向风电产业

未来发展方向的一次突破。公司投资 20 亿

元，在张北建设了 12 条大兆瓦级风电叶片生

产线，并采用四腹板、钝尾缘、碳纤轻量化结

构设计，产品具有高强度、低重量、高效能转

换率的特点。全部建成后年产能可达 1000

套，产值达 30 亿元以上。

“我们大力推动绿电供绿能、绿能供绿产

的产业协同深度开发，尤其在新型装备制造

产业发展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张北县人民

政府县长侯东林说，下一步，张北县将继续坚

持集聚集群，在主导产业提质上实现新突破，

实现新型能源产业全链条发展，构建特色鲜

明、优势明显、竞争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在

坝上绘制绿色高质量发展张北新篇章。

本版编辑 李 静 美 编 倪梦婷

在新疆阿克苏市阿依库勒镇

蔬菜基地，种植户在打理秧苗。

新华社记者 丁 磊摄

国家风光储输示范基地全景图。 袁玉勤摄（中经视觉）

□ 本报记者 乔文汇

在新疆阿克苏市阿依库勒镇蔬菜基地，种植户在检查光照

温湿度传感器和农业种植传感器。 新华社记者 丁 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