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13 日，在丰润区文

化馆，民间艺人指导孩子们

学习剪纸。

暑假期间，丰润区文化

馆为孩子们开设“公益微课

堂”，孩子们在志愿者的指

导下学习剪纸、国画、古筝、

皮影戏等课程，快乐充实过

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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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8 月 8 日，《河北日报》五版用整

版篇幅报道了我市积极构建盐碱地综合改造

利用体系，形成多功能多层次盐碱地综合治

理新模式，把昔日的盐碱滩涂逐步建设成为

宜耕宜业宜游的新家园的做法和成效。本报

予以转载，以飨读者。

7月下旬，冀东平原水稻进入孕穗期。

在唐山市曹妃甸区第四农场聚享水稻种植专

业合作社现代农业示范基地，一幅巨大的“科技兴

农 乡村振兴”主题稻田画铺展在千顷稻海之中。

“田里种的是有机米，水里养的是蟹和虾，放眼

望去是稻田画……这个示范基地主打的就是盐碱地

科学治理和综合利用。”唐山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阚

永康说，科学治理还良田，综合利用聚产业，昔日白茫

茫的盐碱滩如今染绿生金，这是唐山沿海地区一代

又一代农垦人矢志不渝、接续奋斗书写的传奇。

位于渤海湾北岸的唐山市，海岸线长 229.7 公

里。受海咸水冲击浸泡影响，滨海地区土壤盐渍

化严重，形成了以“盐、板、瘦”为主要特征的滨海

盐碱土壤，曾经是一片“斥卤不毛之地”。

近年来，唐山市积极构建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

体系，形成了“良法改地、品种育推、综合种养、持续提

效”的多功能多层次盐碱地综合治理新模式，把昔日

的盐碱滩涂逐步建设成为宜耕宜业宜游的新家园。

■ 土壤重构
盐碱地上建起高标准农田

在唐山市曹妃甸区第一农场，有一条主干道

叫“农垦街”。沿街而行，便来到“曹妃甸农垦记

忆馆”。

“ 展 馆 还 在 试 运 行 阶 段 ，正 在 边 展 出 、边 完

善。”7 月 17 日中午，记者前来参观时，第一农场党

委办公室主任闫树鹏临时担任起讲解员。

唐山盐碱地治理改造历史悠久。1956 年，国

营柏各庄农场建立，十万农垦大军开启了向盐碱

滩要耕地、要粮食的拓荒之旅。

在第一展厅实物展示区，面对一支老旧的扁

担和两只残破的大筐，闫树鹏的讲解充满深情：

“当年，我爷爷就是担着这样一副扁担加大筐，带

着一家人从唐山丰南县（现丰南区）来到柏各庄，

参加农垦大会战。”

一件件老式工具，一帧帧黑白图片，见证着那

段艰苦卓绝、激情燃烧的岁月。

第一代农垦人在这里修海挡、筑沟渠，建起集

灌、排、蓄为一体的“干、支、斗、农”四级渠系，引滦

河之水“拉荒”洗地，压盐沥碱，终使 40 万亩盐碱地

稻花飘香。

如今，在国营柏各庄农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曹妃甸区，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昔日盐碱地，

已建设成为能满足农业机械化、规模化生产需求

的高标准农田。

曾经亩产不足 200 公斤的“盐碱稻地”，已成为

亩产 700公斤至 800公斤的高产稻田。

7月 27日，唐山市曹妃甸区第九农场。

老姚家庭农场的甜瓜熟了。

“嘎嘎甜！”尝一口自家的“胜利果实”，农场主

姚卫强心里乐开了花。

他盘算着，暑期里甜瓜上市能卖个好价钱，到

了“十一”前后，西红柿、黄瓜的销路一准儿也不

差，“‘兔尾巴’秋黄瓜撒种，下午赶紧安排上！”

“农场种植的果蔬，都是从种子站随机采购的

普通品种，之所以优质丰产，主要原因是土壤改良

效果好。”姚卫强说。

老 姚 家 庭 农 场 办 公 室 门 口 ，挂 着 两 块 牌

子 ——“盐碱地改良示范基地”“盐碱地特色农业

示范基地”。

姚卫强告诉记者，从 2020 年起，农场便与华北

理工大学土壤改良课题组合作，初试盐碱地改良

和生态有机种植技术研发、滨海盐碱地“原位精准

盐碱地改良”新技术新模式的规模化试验、示范建

设与推广。2023 年，双方又合作在唐山市率先建

立起“盐碱地改良+高品质种植”示范园，目前已形

成“盐碱地小麦-球生菜双季”“盐碱地小麦-玉米

双季”“盐碱地花生-生菜”旱种节水盐碱地改良与

综合利用新模式。

近年来，唐山市全面提升盐碱地综合利用水

平，在“深渠河网、压盐沥碱”“引水灌溉、排盐淋碱”

两种治理模式基础上，通过平整土地、完善排灌设

施、施用土壤改良剂、增施有机肥和微生物菌剂改

善土壤结构、平衡土壤酸碱度等方法，对盐碱耕地

进行绿色治理、持续改良，实现了“土壤重构”。

2022 年以来，唐山市大力实施“盐碱地上建设

高标准农田”行动，并实施了高标准农田盐碱地治

理试点项目，推广以“重塑土壤，高效脱盐，疏堵结

合，垦造良田”为核心的生态修复盐碱地工程技术

体系，由单一治土变为治土、选种、技术推广多角度

综合治理。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实施盐碱耕地高标

准农田项目 87个，建成高标准农田 80.58万亩。

■ 双向发力
以种适地、以地适种成就“冀东粮仓”

唐山市曹妃甸区唐海镇，是在国营柏各庄农

场基础上建立的农垦体制镇。河北省农林科学院

滨海农业研究所农业综合试验站（以下简称“综合

试验站”）就坐落在这里。

7 月 26 日，综合试验站耐盐鉴定池里，1500 多

份水稻种质正在进行水稻分蘖期耐盐精准鉴定。

“我们已初步筛选出 40 多份强耐盐种质，为今

后选育耐盐水稻新品种和耐盐理论研究提供了技

术支撑。”滨海农业研究所水稻研究室主任杜琪告

诉记者。

在综合试验站水稻试验区，200 多亩水稻长势

喜人。

“目前这些稻苗外观看上去都差不多，其实有

1000多个品种。”杜琪指着耐盐鉴定试验地块说，这

些水稻品种在插秧后用 0.3%的盐水进行浇灌，通过

长势观察、产量评估，最后筛选出适宜滨海盐碱地

种植的耐盐品种，向全市、全省乃至全国推广。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唐山市始终把种子作

为挖掘盐碱地生产潜力的重中之重。

“多年来，我们先是培育‘垦育 16’‘垦育 60’等耐

盐碱高产品种，接着又选育出‘滨稻8号’‘垦糯10号’

‘香粳 5号’等一批耐盐高产优质水稻新品种。”杜琪

说，从种子名称中的“垦、糯、香”这些关键词中，可以

看出水稻品种从满足“吃饱”到追求“吃好”的跃升。

据介绍，依托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滨海农业研

究所等科研院所，唐山市还积极培育耐盐棉花、耐

盐大豆等多个经济作物新品种，以品种选育提高

作物产量。

2023 年 ，唐 山 市 沿 海 县 区 粮 食 总 产 量 达 到

121.98 万吨，占全市粮食总产量的 40.71%。沿海的

滦南县、乐亭县、丰南区、曹妃甸区成为国家级产粮

大县。其中，稻谷总产量 41.15万吨，占河北省总产

量的 84.24%，是全省最大的优质稻米生产基地。

以种适地，让良种成为“饭碗里的芯片”；以地

适种，良法良技成就“冀东粮仓”“果蔬之乡”。

7月 17日，烈日炎炎。

滨海农业研究所耐盐旱作物研究室主任王秀

萍顶着烈日在设施试验区咸水调配池和田间试验

区之间来回奔忙。

0.6%、0.8%、1.0%、1.2%……记者看到，网格化的

田垄间，每一个地块都被插上了写有百分比的标牌。

“百分比越大，土壤盐度越高，对综合治理的

要求也越高。”王秀萍说，向盐碱滩要耕地，以地适

种很关键。

在试验地块边缘的沟壑里，一排手腕粗的弯

管整齐排列。

“这是用于咸、淡水供给的明管，直径 6 厘米的

暗管埋在地下 0.8 米处的重度盐碱层，管上布满了

密密麻麻的渗水孔。”王秀萍说，“上改下排”是耐

盐植物以地适种的良法良技。“上改”就是深耕作、

浅治理，对盐化耕层土壤进行综合改良；“下排”则

是通过埋设暗管沥盐排盐。

综 合 试 验 站 西 南 角 ，有 一 块 耐 盐 旱 作 物 试

验田。

“这块试验田主要是进行梯次种植。”滨海农

业研究所耐盐旱作物研究室副研究员吴哲告诉记

者，这块试验田已经种了三年。第一年，选种芦

苇、田菁等先锋耐盐植物，吸盐改土。第二年，种

植高粱、小麦等耐盐旱田作物，淡水滴灌，加施有

机肥。今年是第三年，他们采用小麦秸秆还田、加

施土壤盐分调理剂、植物轮作等综合科技手段，已

基本达到了生物改土的目的。

■ 智慧赋能
从“看天吃饭”到“看屏种田”

7月 22日，大暑。天气酷热难耐。

而在位于乐亭县古河乡的乐亭县高标准农田

盐碱地综合治理利用示范区，“90 后”硬件工程师

段严严正坐在开着空调的中控室里，轻点鼠标浇

水种田。

打开“乐亭县智慧大田”系统，数据仓库、生产

管理、设备状态等实用版块一应俱全。

“四区 1 号田水位报警，已经到了 80 毫米以

下。”段严严指着大屏幕右上方的一个红色预警标

识告诉记者，预警值根据水稻生长期动态设定，水

位过高，会影响稻苗生长，水位低于阈值，又不能

很好地沥碱压盐。

说着，他打开屏幕上的“控制设备”功能，点击

水泵按钮，实时画面立即显示，汩汩水流从田间水

泵自动抽出，迅速完成了稻田补给供水。

“过去种田是‘看天吃饭’，而我们现在是‘知

天而作’。”段严严自豪地说。

新农人“看屏种稻”，城里人“手机认养”。如

今，乐亭县高标准农田盐碱地综合治理利用示范

区执着于“触网上云”。

7 月 13 日，段严严和小伙伴们共同开发的“乐

亭县稻香谷认养”小程序上线。“小程序与‘乐亭县

智慧大田’系统联网，登录后不仅能随时查看认养

地块情况，还可以随时了解温度、湿度、光照等环

境数据。”段严严说。

乐亭县乐安街道居民刘英俊是小程序上线后

首位认养者。如今他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点击小程序中的高清实时画面，看看自家位

于 A 区 1号田里的二分地。

“今年过年就能吃上认养稻田里的新米，‘蟹

稻共生’田里长的，绿色无污染，吃着放心！”360 度

无死角看着手机画面里绿油油的庄稼和水中游来

游去的河蟹，刘英俊心里有满满的憧憬。

智慧赋能育产业，综合利用出效益，唐山市努

力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大文章。

而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也在当地形成了独特

的资源，为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

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条件。

依托当地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唐山市把盐碱

地农业生产与生态旅游、民俗文化、休闲观光、稻

田认养有机结合，推动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向价

值化、优质化、产业化发展。

多玛乐园、渔蟹稻香园、十里荷香、红藜滩度

假村……随着一批农业旅游观光项目的开发建

设，唐山在盐碱地上实现了从“干农业”到“看农

业”的华丽嬗变。据统计，唐山沿海地区通过盐碱

地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发展，实现年接待游客数

223.45万人次，乡村旅游综合收入 17.87亿元。

7 月 17 日，驱车行驶在唐山市曹妃甸区第一

农场农垦街，沿街一幢建筑上的巨幅墙绘给记者

留下深刻印象。

这是一幅颇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构图中

的三分之二部分，是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金

黄的稻田……而画面的三分之一处，却仿佛被时

光之手撕开了一角，裸露出记忆深处的场景——

黑白成像模式下，是荒芜的土地、劳作的农人。

墙绘下方，一排鲜红的大字格外醒目：盐碱

滩建成鱼米乡，农垦精神放光芒。

今年 85 岁的刘东波老人是第一代农垦人。

当年，十万农垦大军挺进盐碱滩，靠着挥锹抡镐、

身背肩扛，修渠引水、躬耕拓荒，终使“斥卤不毛

之地”五谷丰登。

“1958 年，稻米亩产量达到二三百斤，这在当

时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60 多年过去，刘东波老

人忆起当年的收获，喜悦的笑容又一次挂在脸

上。他说，那时盐碱地上长出的每一粒稻米，都

是一颗希望的种子。

岁月如流，时代变迁。盐碱地上的躬耕劳作

和希望憧憬，一直都在。

在曹妃甸区第五农场，副场长刘双海讲起

“异位稻渔综合种养”模式如数家珍：“按照 3∶1

面积比例构建盐碱地‘稻田+池塘’稻渔综合种

养系统，每年 1 月开始淡水泡田，4 月中下旬将

稻田中的洗盐排碱水，用水泵抽到旁边的水产

养殖池内，既避免了从稻田排出的盐碱咸水污

染环境，又解决了水产养殖与稻田种植的争水

矛盾。”

刘双海还算过一笔账：运用这种模式，当年

耕层土壤盐分就从 13.7‰下降到 4.8‰，预计治

理 5 年左右，盐碱地块就可以变为优质耕地，而

且用“二淋水”搞水产养殖，每亩用水成本还能节

约 300多元。

土地并不总是丰饶的，科学治理、综合利用

方能破土生金。

在新一代农垦人的努力下，唐山市“盐碱地+

特色水产养殖”“盐碱地+特色经济作物种植”等

多种“盐碱地+”特色农业，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

链条，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正向价值化、优质化、

产业化推进。

在乐亭县高标准农田盐碱地综合治理利用

示范区，记者还结识了一群“喝咖啡穿西装”“点

击鼠标种大田”的新农人。

“无人机飞手”魏明朝、“北斗农机手”张辰、

“硬件工程师”段严严、“设备管家”赵金宝、“农事

巡检员”李志国——年轻帅气的“F5 男团”共同管

理着 1550 亩耐盐碱稻田，他们的目标很明确：眼

下种好“智慧大田”，未来打造“无人农场”。

化废壤为良田，向荒地要食粮，用科技战盐

碱，做好特色农业大文章……这注定是一代又一

代人的接力跑。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这片曾经“沉睡”的土地，终将不吝惜回馈。

记者手记

这 是 一 片 希 望 的 田 野
□ 汤润清

唐山积极构建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体系

昔日斥卤之地 今朝染绿生金
□ 河北日报记者 汤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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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媛媛）8月 16日，唐山全

民健身科学大讲堂开讲，来自全市范围内约

200名体育运动爱好者、健身与健康社会体

育指导员、康复医疗患者等不同阶层人群聆

听了讲座。当天，市健身与健康融合示范中

心在市中心医院举行了揭牌仪式。

活动中，主讲人张春来、崔燕和张丹丹

分别讲解了“科学运动与实践”“健身与健康

融合”“糖尿病科学饮食管理”等相关知识。

据悉，此次活动的讲师团由健康医疗

领域或体育院校专家教授、国家级社会体

育指导员、专业教练、学校教师等专业人

士组成。采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相结

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邀请运动

人体科学、运动医学、运动康复学等相关

领域专家讲授慢病预防、常见运动损伤康

复、科学健身原理与方法、健身十八法等

方面的课程，并针对大众的日常生活、饮

食、劳动习惯和健康问题等情况，提出科

学、合理的健身指导意见。

当天，唐山市健身与健康融合示范中

心在市中心医院挂牌。这是我市积极响

应健康中国战略、加速推进体育与医疗深

度融合、协同发展的实质性举措。体医融

合是新时代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理

念和实践路径，体育锻炼能预防疾病、促

进健康，而医疗则为体育锻炼提供了科学

的指导和保障。两者融合，能够充分发挥

各自的优势，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

市民的健康保驾护航。市中心医院将发

挥体医融合示范中心作用，努力打造一个

集健康监测、运动评估、科学健身指导、康

复治疗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扎实落

实和推动各项体医融合工作，让广大市民

不仅能够享受到专业的体育训练和健身

指导，还能获得个性化的医疗康复服务。

本次活动由市体育局、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主办，市中心医院、市健身与健康融

合示范中心协办，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

承办。

全 民 健 身 科 学 大 讲 堂 开 讲
市健身与健康融合示范中心同日揭牌

本报讯（记者媛媛 通讯员崔杰）8

月 16 日，我市举办健康河北行动暨家

庭 健 康 指 导 员 宣 讲 员 师 资 队 伍 培 训

班。来自各县（市、区）的健康河北行动

和家庭健康指导员师资队伍 70 余人参

加了此次培训。

本次活动由市卫生健康委、市计生

协、市爱卫办联合举办，是今年我市开

展健康宣教活动进机关、进企业、进校

园、进社区等“八进”健康细胞系列活动

的一项重要内容。培训过程中，来自市

健康科普专家库的专家分别讲授了《健

康中国行动战略》《家庭急救技能培训

及考核》《健康膳食行为指导》等健康知

识。培训老师现场进行了心肺复苏示

范，并指导学员进行实操演练，使参加

培训的学员准确地掌握了应急救护知

识，初步了解和掌握了急救知识和技

能，提高了自身救护能力。

据悉，此次全市健康河北行动暨家庭

健康指导员师资能力知识培训，采取线上

线下相结合方式进行。市级培训结束后，

各地将陆续逐级开展县（市、区）、镇（街）、

村（居）级师资培训，旨在通过层级培训，

让参训学员了解、运用、传播健康知识，促

进急救健康知识的推广和普及。

我 市 举 办 健 康 河 北 行 动 暨
家庭健康指导员宣讲员师资培训

本报讯（记者李雪松 通讯员王爱

军、孙淑萍、孙敬聪）为切实做好夏季

汛期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迁西县

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积极行动，提前

做好防汛工作预判，在辖区重点道路

及低洼易涝、涉水桥梁等重点路段排

查安全隐患，全力保障辖区道路交通

安全畅通。

民警还深入辖区重点运输企业，开

展“知危险会避险、汛期交通安全”宣传

活动，为广大驾驶员筑牢汛期平安出行

的意识“路基”。在宣传过程中，结合汛

期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雨天驾车技巧

和应急自救知识宣传，提高了驾驶员在

恶劣天气下的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在突

发情况下能够迅速反应、有效应对。

迁西全力保障汛期交通安全

（上接第一版）

“我们正筹备学院南路街道第六

届‘ 你 好 ，邻 居 ’社 区 节 ，届 时 会 有 社

区 治 理 论 坛 、社 区 音 乐 会 、市 集 等 活

动。”在学院南路街道社工驿站，路南

区 美 好 社 区 社 会 工 作 发 展 服 务 中 心

主 任 王 飞 介 绍 ，“ 社 工 驿 站 链 接 各 种

社 会 资 源 ，让 居 民 在 家 门 口 玩 起 来 、

乐起来，在发展兴趣爱好中找到被需

要的感觉。”

截至目前，路南区已建成 9 个高品

质十分钟便民生活圈，共新增各类商业

网点 100 余个，带动投资超 6900 万元，

带动就业人数 8900 人，辐射 47 个社区，

惠及居民约 7.8万人。

（原载8月14日《光明日报》10版）

油盐酱醋绘生活 饭香书香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