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地处渤海之滨的山东省东营市迎来

收获季节，到处一派稻粮金黄、虾蟹满塘的喜人

景象。

谁能想到，这片由黄河入海淤积而成的土

地，因为土壤盐渍化程度较重，过去被形容为“春

天白茫茫，夏天雨汪汪，十年九不收，糠菜半年

粮”，几乎是不毛之地。

据了解，东营市约有盐碱地 341 万亩，占山

东省盐碱地面积的 38%。其中，盐碱耕地面积

196 万亩，约占东营市耕地面积的 60%，发展农业

的自然条件并不理想。

东营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积极探索

盐碱地综合利用的有效路径，打造国家盐碱地

农 业 创 新 高 地 和 盐 碱 地 综 合 利 用 示 范 样 板 。

2023 年，东营市粮食面积、单产、总产均实现增

长，粮食总产量 30.38 亿斤，较建市之初增加了

21.5 亿斤。

东营是如何唤醒“沉睡”的土地，向盐碱地要

效益的？

绿色治理节水又增效

从 1988 年实施荒碱地开发，东营探索出了

改土治碱的“上农下渔”“深沟条田”等中低产田

改造模式。不过，随着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传

统的盐碱地改良模式暴露出一些缺点。“深沟条

田改碱效果较差，土地产出少；上农下渔模式

中，‘上农’出地率低，仅为 40%左右，‘下渔’水

产养殖利用率低，且大型农机作业不便，不利于

农业机械化发展，生产效率上不去。”河口区农

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庆光说。

为了让盐碱地变成高产田，东营人没有停下

脚步。2021 年，河口区实施 1.1 万亩新户镇老鸦

东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对老鸦村 7000 多亩

耕地进行了改造。

吴庆光介绍，当地通过完善灌排设施、平整

耕地等措施，改善灌溉、生产条件，同时施用有

机肥，改良培肥土壤，提高耕地地力，使项目地

块与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相适应，成为田块

平整、集中连片、设施完善、节水高效、宜机作业

的稳产高产田。项目建成后，实现了从盐碱地

到良田的蜕变。“现在每亩地一季能收 1000 多

斤粮食，这在过去连想都不敢想。”老鸦村村民

刘俊芝说。

盐碱地综合利用，不能只靠单一措施，还需

工程、生物、农艺等相互融合。2021 年，河口区与

中国农业大学胡树文教授团队合作，在新户镇成

立工作站，运用“重塑土壤结构高效改良盐碱地

技术”，开展盐碱地低产田改良增产示范项目，使

当 年 小 麦 、大 豆 两 季 作 物 分 别 增 产 191% 和

278%，连续 7 个种植季均实现小麦、玉米、大豆中

高产，效果显著。

“ 亩 产 648.4 公 斤 ！”前 不 久 ，经 过 现 场 测

产，利津县汇邦渤海农场 800 亩玉米规模种植

单产提升项目达标。农场发展部经理孙海栓

说，10 年前，这里的 4 万亩土地只有 1 万亩可耕

种，而且多数是中度盐碱地，玉米亩产不足 300

公斤。

“暗管排碱是我们摸索出的盐碱地改良方

法。”孙海栓告诉记者，把带有小孔的管子埋到地

下 1 米多深，土壤里的水会慢慢下沉渗进管子

里，一点点汇集到集水管主管道，通过强排泵站，

盐分就随着水排出来了。他们还使用“坑塘蓄

水+低压管道+水肥一体”灌溉系统，在田间铺设

软管，软管源头设置水肥一体装置，肥料随着软

管输送到田间，从而将大水漫灌改为精准浇灌，

实现田间灌溉节水。过去，普通粮食作物种植单

次灌溉亩均约用水 200 立方米，现在只需 15 立

方米。

近年来，在东营市盐碱地治理的科研主战

场—— 黄 河 三 角 洲 农 业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示 范 区

（以下简称“黄三角农高区”），探索构建了“节

水、控盐、优肥、降药、保育、增效”的盐碱地绿

色治理技术体系。李玉义团队盐碱地暗管优

化设计智能高效排盐技术，比常规排盐方式效

率提高 70%；垄作滴灌水肥剂一体化精准控盐

技 术 体 系 ，比 常 规 灌 溉 方 式 节 水 30%以 上 、节

肥 30%以上；刘兆辉团队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 环 渤 海 盐 碱 地 耕 地 质 量 与 产 能 提 升 技

术模式及应用，研制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水肥

盐智能检测系统，研发滨海盐碱地有机质快速

增加内稳性肥力持续提升关键技术等 10 套耕

地质量与产能提升模式，核心试验区和示范区

产能提升 10%以上。

从单打独斗到协同攻关

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不仅靠“以地适种”，

更要加快种业创新步伐，不断选育耐盐碱特色品

种，推动“以种适地”同“以地适种”相结合。

在山东省农科院位于黄三角农高区试验基

地的温室大棚内，藜麦开花正旺，紫色、绿色的花

朵交相辉映。藜麦育种技术员张平说：“还有不

到 2 个月，藜麦就要成熟了。”

张平的底气来自今年 7 月份大田的藜麦丰

收。今年上半年，东营建立藜麦示范种植基地

1023 亩，开展短生育期粮用、饲用和粮饲兼用耐

盐碱藜麦的种植推广示范及试验。7 月，部分种

质测产结果显示：平均亩产达 400 斤。“平时亩产

300 斤就算好收成。如今多收了 100 斤，这得益

于公司和合作科研团队辛勤创制的藜麦杂交和

远缘杂交等技术的应用。通过不断摸索并积累

经验，提高了远缘杂交的成功率。”张平说。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种业又是农业的

“芯片”。2022 年 12 月，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

术创新中心落户黄三角农高区，意在聚焦生物育

种、产能提升和生态化利用三大领域，充分挖掘

盐碱地综合利用潜力。

在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的帮

助下，与豆子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中天农业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靳振东，带着他培育的大豆新

品种“东航 D—95”，走进了耐盐碱作物育种加速

器。“过去自己‘单打独斗’，如今是‘背靠大树’。

在育种加速器里，水、光、热、肥都实现了智能可

控，育种速度提高到大田育种的 2 倍至 4 倍。目

前该品种已进行了 2 年区域试验、1 年生产试验，

明年将参加山东省新品种审定。”靳振东说。

黄三角农高区立足盐碱地科研成果聚集优

势，依托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协同

创新空间布局，探索核心关键和前沿引领性技术

协同攻关机制。目前，黄三角农高区已汇聚中科

院、中国农科院等 58 家高校院所、108 个专家人

才团队，共建各类科研平台 50 余个，累计取得

226 项科技成果，研发转化关键核心技术 23 项。

在这里，科研人员探索构建“种质资源保存评

价—实验室分子设计育种—人工模拟环境育种

加速—田间耐盐梯度鉴定—良种试验示范”一体

化的育种创新体系，大大缩短了育种周期。

在育种加速器实验室里，各种耐盐碱作物新

品种加速迭代，实验人员加班加点开展育种分

析。仔细观察每一株植物并记录数据，是黄三角

农高区盐碱地综合利用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菊英

的日常工作。她告诉记者，最近他们在提升盐碱

度的同时减少用水量，不同种子的反应有明显差

异。“我们要观察其在不同程度盐碱地的表现，不

断优中选优，最终形成稳定品系。”王菊英说。

截至目前，黄三角农高区试验示范各类耐盐

碱作物新品种（系）943 个，培育耐盐碱作物新品

种（系）55 个，其中已审定新品种 11 个。主料作

物小麦品种“济麦 60”，去年在中度盐碱地亩产

达 982 斤 。 功 能 粮 食 作 物 盐 地 藜 麦 新 品 系

“DY017”，耐盐 4‰—5‰，用含盐量 3‰—4‰的

微咸水灌溉，亩产达 500 斤，经济效益可观。耐

盐碱马铃薯“希森 6 号”在轻度盐碱地亩产超 4.6

吨，单产、品质、口感俱佳。油料作物耐盐碱花生

品种“宇花 18 号”油酸含量高达 82.4%，入选全国

粮油作物主导品种。航天大豆新品系“东航D—95”

最高测产 571 斤，蛋白质含量达 41.7%，粗脂肪含

量达 20%。

因地制宜开展“三级利用”

“东营滨海盐碱地具有碱、板、瘦的特点，治

理开发是世界性难题。”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

术创新中心主任梅旭荣介绍，针对东营各地盐碱

化的不同程度，分为轻度、中度、重度三级，他们

按照因地制宜、适地而用的原则，探索构建盐碱

地生态化“三级利用”模式。

在东营盐碱地现代农业试验示范基地，国家

绿肥产业技术体系副首席科学家、山东省农业科

学院研究员张晓冬指着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植物告

诉记者，这种耐盐碱、固氮能力强的豆科植物叫田

菁，是曹晓风院士团队培育的新品种“鲁菁 6 号”，

是山东省第一个耐盐碱绿肥新品种，它可以让贫

瘠的土壤破“碱”重生——经过测试，盐碱地种植

田菁作为绿肥翻压 3 年后，土壤盐分含量降低

37%，耐盐度达到 6‰，土壤有机质提高 24%。

“轻度盐碱地以粮油作物丰产稳产为重点，完

善农田基础设施，培育耐盐碱作物新品种，利用农

艺、生物等措施改善生态、提升地力，使中低产田

逐渐变为优质高产良田。”梅旭荣说，他们选育的

耐盐碱大豆品种“齐黄 34”在 3‰盐碱地亩产 302.6

公斤；“花育 60”花生品种在 3‰盐碱地实收亩产

高达 1237.9斤，创造了盐碱地花生单产纪录。

梅旭荣介绍，在保证生态安全的前提下，中

度盐碱地以油料和饲草作物丰产优质为重点，利

用“逆境出上品”的自然禀赋，繁育推广油料、中

草药、饲草、绿肥等耐盐作物品种，重点发展食药

同源、生态草牧业等特色产业。当地企业中昌元

集团积极探索在中度盐碱地上种植酸枣，投资

1200 万元开展优良品种选育，推进酸枣叶、肉、仁

产品以及生物药原料研发，目前已建成黄河三角

洲耐盐碱酸枣种子资源库，完成酸枣种质资源圃

200 亩，并计划建设 10 万亩酸枣基地。

对于重度盐碱地，梅旭荣认为应以盐生植物

功能化开发利用为重点，强化生态涵养功能，重

点保护原生植被，维护生物多样性，开展碱蓬、芦

苇、柽柳、罗布麻等土著盐生植物的功能化开发

利用。在荒碱滩涂等盐碱含量过高、无法生长植

被的地方采用风电光伏发电，高质量、规模化发

展新型储能技术，解决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的间

歇性、波动性等问题。

“以前单纯的‘以地适种’成本高、易反复。作

为全国盐碱地综合利用的策源地，我们将聚焦盐

碱地生物育种核心技术攻关，更多向‘以种适地’

发力。”黄三角农高区科技创新局局长杨长军说。

综合利用盘活自然资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

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东营牢记嘱托，加快

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东营虽然土壤盐碱化程度高，但出产的农产

品却具有独特的口味、品质和营养价值。东营市

在因地制宜加强盐碱地改良的同时，不断强化耐

盐碱品种培育与推广，提升盐碱地综合利用效

率，有效盘活“沉睡”的自然资源财富。

在东营市河口区六合街道丽泽现代设施农

业产业园，青涩的小西红柿挂满

枝头。东营河口杰灏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隋锋

介绍，他们立足盐碱地生态特色，

筛选出耐盐碱草莓番茄品种，采用物理补光、土

壤改良、菌渣种植、菌肥施用、水肥一体化等技

术，形成“良种+良法”的水果型番茄优质高效栽

培技术体系。成熟后的西红柿酸甜可口、肉质紧

实多汁、营养丰富，具有独特风味，适宜鲜食，在

市场上供不应求。

近年来，杰灏农业与山东省农科院等近 10

个涉农高校、科研院所和农技推广机构，近 20 个

专家团队合作，联合开展盐碱地蔬菜、果、菌等现

代设施农业种植业等示范项目推广。今年，该项

目取得重大突破，经山东省农科院专家测量，羊

肚菌种植棚第一潮菇亩产达 1051.2 斤，创造了全

省中度盐碱地羊肚菌种植生产纪录。

山东省科技特派员、资深从业者安邦介绍，

羊肚菌适宜的 pH 值为 6.5—7.5，是为数不多可

在盐碱地生长的食用菌品种，当地选育适宜品

种，种植前大水漫灌，经深耕翻地，高垄种植，机

械播种，覆土压实，放置营养包，覆膜保湿，调控

温光水气的耦合，保障羊肚菌质量。经试验，在

盐碱地设施大棚种植的羊肚菌个头大质量好。

东营一些滩涂地块盐度在 1‰—8‰，适宜

放养广盐性鱼虾类。在利津县刁口乡通威南美

白对虾智慧化养殖及示范推广基地，一尾尾虾在

恒温的室内虾池里“撒欢”。东营通威渔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胡昭明说，他们在虾池装上氧监测传

感器和微孔增氧设施，技术人员可以通过设备管

理平台进行控制。虾池的自动投喂系统则通过

大数据收集，科学设计定时、定量、定点投喂，让

养殖的水产品吃得好、长得快，个头更大更均匀。

利津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李海河介绍，目

前该县有通威渔业、佰汇达、双瀛水产等 7 家水

产企业，形成集海上生态养殖、现代渔业园区育

苗、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水产品加工、冷链物流、

休闲海钓、特色餐饮于一体的立体发展态势。

近年来，东营市持续挖掘盐碱地的生态附加

值，打造黄河口大闸蟹、黄河口大米、黄河口莲藕

等一系列“区域公用品牌+企业产品品牌”，形成

品牌矩阵，并开发“初汇”农产品、“蓬生源”健康

功能食品等 10 余个盐碱地农业品牌，年产值超

亿元。此外，大健康及功能性食品产业研究院及

中试基地项目一期已投入使用。

在东营人民的辛勤努力下，黄河入海口那片

往日的盐碱荒滩上，正在崛起一座座米粮仓，为

端牢中国饭碗增添了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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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滨海盐碱地的典型代表性区域，近年来山东省东营市积极做好盐碱

地特色农业大文章，践行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2021 年 10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东营市考察调研时强调，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对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3 年过去了，东营探寻盐碱地综合

利用走过了哪些路？取得了什么进展？收获了什么样的经验和启示？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王薇薇王薇薇 杜杜 铭铭 美美 编编 高高 妍妍

盐 碱 荒 滩 成 了 米 粮 仓
——来自山东省东营市的调查

本报记者 王金虎

因地施策 科学治理
盐碱地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对粮食安

全、生态保护和乡村振兴战略至关重要。在科

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下，“盐碱地白花花，种子化

肥都白撒”已成为过去，“把盐碱地打造为米粮

仓”的美好愿景正成为现实。我国盐碱地类型

多样、分布广泛、成因复杂，开展综合治理必须

坚持科学规划、因地施策，决不能“一刀切”。

构建“多模式集成”的盐碱地综合治理体

系。盐碱地综合利用，离不开科技支撑。要围

绕关键技术难题，加快科技创新步伐，不断梳

理、总结我国盐碱地综合利用的重大科学问题、

产业问题，加强盐碱地农业关键核心技术协同

攻关，尽快形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采取“以种

适地”同“以地适种”相结合的路径，开展“品种选

育—技术研发—产品创制—模式构建”全链条

创新，因地制宜、协同研发生物育种、产能提升、

生态化利用等盐碱地分类分级利用技术模式。

加大盐碱地综合治理示范推广力度。目

前，我国已探索建立了滨海盐碱地“东营模

式”、西北黄灌区盐碱地“鄂尔多斯模式”等分

区分类治理技术模式，在全国五大盐碱

区集中打造了 6 个千亩以上的综合利用示范

样板，技术辐射带动近 2000 万亩。要依托各

农业科技园区、现代农业示范区等平台，新建

一批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点，加强先进适用

的盐碱地农业技术模式示范推广，扩大盐碱

地综合利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加速推进产业化应用。充分发挥各地

“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优势，大力开展以

产业需求为导向的技术集成与示范应用，推

动先进农业科技成果早日落地。充分利用盐

碱地的独特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条件，发展

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和产品；大力推广耐盐

碱作物新品种和新技术，提高盐碱地农业生

产的效益和竞争力。

盐碱地改良治理是世界性难题。当前，

我国盐碱地综合利用依旧面临着水资源短

缺、生态系统功能下降、治理成本高等诸多挑

战，形势严峻、任务艰巨。盐碱地积盐返盐现

象多发、反复性强，开展长期系统监测评估是

盐碱地综合治理的必然要求。必须经常总结

经验教训，不时“回头看”，才能行稳致远。

上 图 山 东 省

东营市河口区新户

镇中重度盐碱地的

试验样地。

崔 珊摄

（中经视觉）

右 图 在 东 营

通威渔业有限公司

南美白对虾智慧化

养殖及精深加工项

目现场，工作人员查

看虾苗成长情况。

（资料图片）

位于山东省东营市黄三角农高区的耐盐碱绿肥分子设计试验田。

宋永佳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