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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6月25日是全国土地日。在我们的土地上，植树造林添绿国土，水土保持再立新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

土地保护工作中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子越走越宽。如今，我们的土地上产出着更多“中国粮”，也在数量、质
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中，写下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本版今日推出特别报道，聆听不同类型土地上的保护利用故事，展望中华大地上孕育的美好未来。
——编 者

保护好、利用好土地资源
■全国土地日特别报道

晨曦初照，陕西延安市延川县梁家河村沟口的淤
地坝上，村民正在精心管护玉米。眺望远方，沟壑披绿，
农田纵横。

“1973年至 1974年，这儿开始打坝的时候，我就参
加了。那时，大家干得热火朝天。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一
大片地还在生产粮食。”村民贺世军说，如今，这片坝地
已经全部流转到村集体进行管理。

黄土高原生态环境脆弱，水土保持难度大。贺世军
记得，那些年，大雨过后沟壑纵横，也打不了太多粮食。
后来，在习近平同志的带领下，梁家河村群众起早贪
黑，铲土、打夯、搬大块石头砌堤围，修建淤地坝。

“一道坝拦住了泥沙，增加了优质高产农田。雨水
多的时候，水能顺利从泄洪沟流走。”村民王宪平说，直
到今天，淤地坝还在发挥作用。

黄土高原，是我国最早探索水土流失治理的地区
之一。

按照“山峁缓坡修梯田，陡坡山间种林草，沟道打
坝造良田”的生态综合治理模式，延安以小流域为单
元，打造出了延川县梁家河、宝塔区薛张、安塞区南沟
等一批“水美乡村、水富乡村”示范样板。

从延川县出发，顺着黄河向正南行驶百余公里，就
是宜川县黄河西岸。

在一面高约30米的崖壁中，6棵侧柏迎风而立。这
是宜川当地的造林队员们2021年种下的。

2004年以来，造林队员们连续 20年植树拦泥沙、
造林保水土，在宜川县种下近4万亩、约280万棵树，其
中有1万多亩种在水土极易流失的黄河西岸悬崖、陡坡
等生态脆弱地区。

“山坡坡栽树，崖畔畔青。”队长王永红说，“我们努
力的目标，就是要让我们的家乡秃峁峁变绿海、沟道道
赛江南。”

水土保持，不是简单挖几个坑、种几棵树。黄土高
原降雨量少，能不能种树，种什么树合适，要搞清楚再
干。经过多年实践，造林队总结出一套适合当地自然条
件的造林方法，在黄河中游生态脆弱地区行之有效。宜
川县林业局副局长袁国荣说：“种一片成一片，如今，宜
川县黄河沿岸的造林成活率提升到了90%以上。”

水土保持，久久为功。近年来，陕西黄河流域年均
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约4000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
植被覆盖度、植被固碳量均显著提升。黄土高原成为我
国增绿幅度最大的区域之一，在这片高原上，由“黄”变

“绿”的故事仍在续写。

陕西植树造林增绿黄土地——

“山坡坡栽树，崖畔畔青”
人民日报记者 张丹华

图为陕西延川治理后的黄土地。
延川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果树沿着群山延绵。福建长汀县河田镇游坊村种
植大户金国平的柑橘林，就在曾经的崩岗上。

啥是崩岗？山体破裂，沟壑如斧削……第一次见到
崩岗时，金国平心里嘀咕：“在这样的山头上种树，能结
果子吗？”

长汀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
之一。濯濯童山，沟壑纵横，裸露的红壤覆盖茫茫荒山。

“崩岗是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的‘顽疾’之一。”中国
水土保持学会崩岗防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黄炎和解
释，“这里一些地区的花岗岩风化壳厚度可达 50米以
上，岩层松脆，植被一旦遭到破坏，会导致沟蚀加剧、基
底不稳，岩土发生大片倾斜倒塌。”

怎么办？长汀县水土保持站工程师曹正金反复试
验后拿出方案：“先‘上截’，崩岗顶部挖截水沟、引走径
流，减少流水侵蚀；再‘下堵’，在底部设土石谷坊，拦挡
泥沙；然后‘中绿化’，在山体中间种植林草，固水保
土。”

金国平家的果园位于半山腰，参与了“中绿化”治
理。种树要先有土，得想办法增土层、提升地力；水也少
不了，开挖蓄水池，配套水肥一体化设备，一筐筐土、一
道道沟，让柑橘扎根散叶结果。“山上种树，林下种草，
保住了水土，稳住了山体，还鼓起了‘钱袋子’。”金国平
说。

治理崩岗，是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的一个缩影，既追
根溯源、精准施策，又系统修复、综合治理。

造林，从单一树种到优化结构。
马尾松易种又耐活，曾是治荒“先锋树”。但经过多

年栽种，树种单一，涵养水源能力较差。曹正金说：“保
水土，更要建立完整的生态系统。”为此，当地改种高乔
灌木、补种阔叶林，如今，枫香、香樟等茁壮成长。

护土，从固土护坡到改良土壤。
“土好，树才能壮，山才能绿。”濯田镇莲湖村村民

马雪梅说。探索垃圾发酵基肥，开展种养结合，她家的
果园形成“畜—禽—沼—果”生态种植养殖模式，土壤
有机质含量不断提高。“抓一把土，松软细腻。”她说。

治水，从水里到岸上。
汀江蜿蜒流淌，两岸青山叠叠。拆除采砂场、养殖

场，修复退化湿地，补种护岸林……当地打造出流水潺
潺、林果飘香的汀江国家湿地公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产品创造经济价值。
去年 12月，全国首单水土保持项目碳汇交易在这里成
功进行。长汀县国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与紫金矿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长汀金龙稀土有限公司
签订协议，交易罗地河小流域综合治理水土保持碳汇
10万吨，总价180万元。

水土保持如何实现碳汇？福建省森林碳计量技术
开发应用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钟小剑解释：“保持水
土，也是保碳减排。土壤固定住了，有机碳分解就少了，
植绿复绿就是增汇。”

“数据显示，1985年，罗地河小流域水土流失率高
达50.5%；多年来，通过封山育林，水土保持率已提升至
95.4%，具备了良好碳汇能力。”长汀县水土保持站高级
工程师林根根介绍。

福建治理红壤区水土流失——

“保持水土，也是保碳减排”
人民日报记者 王 浩

6月的吉林公主岭市，连片的黑土地色泽油亮。春
天种下的玉米，已经有一人多高。

李德乐蹲在朝阳坡镇的玉米地里，掌心一捧黑土
黏成一团，带着刚刚吸足阳光养分的温暖……

生于 1988年的李德乐，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中带着
些东北口音。20多岁时，他外出打工，后来回乡创业，8
年前成立农业合作联合社，开始种植有机鲜食玉米。

深松土层，不用化肥农药，再加上可降解地膜、人
工除草……这种对“绿色”的坚持，一度让村里人无法
理解——“只用农家肥，肯定干不长”。

“都说我干一年就跑了，一晃 8年了。以前不理解
我的人，后来加入合作社，一起种玉米了！”李德乐说，
有机玉米品质高，更符合现在的市场需求。

经过 8年摸索，“一个肉眼可见的变化是，以前只
有 20厘米左右厚的黑土层，经过土地深松后与堆沤后
的农家肥融合，深层土壤有机质含量不断提升。”李德
乐说，“有机种植能提升黑土地地力，地好、玉米更受
欢迎。守护黑土，就是守护我们的事业。”

100多公里外，吉林市永吉县万昌镇。
90后张楠楠正把镜头对准自家的水稻田——方

方正正、沟渠纵横的高标准农田里，水稻正在分蘖期；
透过一汪清水，黑土地清晰可见。

2014年，张楠楠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为自家家
庭农场开拓电商业务——改变口口相传、电话订购的
传统销售方式，她试水创建微店、进驻电商平台、开发
微信小程序、客户会员制管理等多种方法，让自家种
植的万昌大米走出吉林，在北京、上海、广东、四川等
地建立了长期稳定的销售网络。

在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田里，她和家人采取秸秆
还田、植保无人机精准施肥等方法，让黑土地持续焕
发生机活力。“销路不愁，但我们不会盲目增加产量。”
张楠楠说，“大家认准黑土地，我们更要保护好黑土
地。”

黑土地上长大的年轻人回家了，黑土地外的年轻
人，也带着知识和理想奔向这片热土。

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王力，来
到吉林已经 9个年头。在黑土地上钻研“梨树模式”多
年后，他把视线投向更广阔的土地。

2020年，以“梨树模式”为代表的保护性耕作，开
始向中西部地区推广。“在黄土地、风沙地等，‘梨树模
式’在减少水土流失、抗旱保水方面优势突出。”王力
说。

赶在 4月下旬玉米播种时，王力带着新一代免耕
播种机去了宁夏。在黄河灌溉区试验田，新农机的应
用让播种效率大大提升。

“以前担心灌溉水会让秸秆‘水上漂’，通过增加
还田的秸秆长度和高留茬等措施，试验效果很好。”王
力介绍，“接下来，我们还要关注内蒙古怎么更好推广
滴灌条件下免耕秸秆还田代替地膜技术，新疆怎样做
好小麦玉米轮作技术保障……”

一个又一个年轻人来到这里，用自己的热情、知
识和理想，守护黑土地，让古老黑土地焕发新的生
机。

吉林创新保护利用黑土地——

“守护黑土，就是守护我们的事业”
人民日报记者 汪志球 张 晔

“地还是那块地，田已不是那片田。”伴着“哒哒”的
马达声，望着眼前收割机穿梭往返，在山东东营，黄河
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盐碱地综合利用服务
中心副主任刘志鑫说。

在东营，不少人都曾尝过盐碱地的苦。如今，经过
多年治理，昔日盐碱地正在变成新粮仓。

治理盐碱地，要从哪里入手？答案是——水。
水足了，就能冲走盐碱。可东营市淡水资源匮乏，黄河

三角洲生态环境脆弱，长期漫灌冲盐，生态扰动大。怎样做
到控盐又节水？东营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业综合开发科
副科长商梦然说：“这些年，我们通过硬化沟渠、改大水漫灌
为微喷灌或精准滴灌等措施，用最少的淡水造墒洗盐保
苗；通过排碱沟自排或强排，严格控制地下水位。”

“目前，辛店街道项目区修建农渠、支渠万余米，硬
化后，防止水下渗流失。浇灌 1亩麦田，比以前能省 50
立方米的水。”东营区辛店街道农业办负责人张光梅
说，“对水源不充分的重度盐碱片区，市里正探索实施
相关技术体系。我们正在安装双层排碱暗管，设施升级
后，节水控盐效果将更明显。”

仅在“水”上下功夫，够吗？商梦然说：“要从根源上
寻突破，还是得解决好‘谁适应谁’的问题。”

改地适种，是盐碱地地区的常见做法。“改地要遵
循规律，用养结合。”刘志鑫说，“我们根据检测出的土
壤成分，精准研发微生物菌肥、生物有机肥等，结合秸
秆还田等耕作办法，5年多来，示范区试验区土壤有机
质提高22%以上，地力提升1至2个等级。”

“改地适种有成效，但总觉得不够。”刘志鑫说，“示
范区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同步尝试改种适地。”东营市
向进驻示范区的科研院所提供试验田和必要科研条
件，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等机构的科研团
队纷至沓来。

在示范区盐碱地藜麦种质创新与产业化开发平台
种子资源库，置物架上堆满了藜麦种子。如今，示范区
建成国内首个耐盐碱植物数字化育种加速器，培育了
一批耐盐植物新品种。其中，紫花苜蓿“中苜3号”，耐盐
度达到3‰，亩产干草可达1吨左右……
东营市深入挖掘盐碱地农产品独特价值和功能特

性，大力培育“黄河口农品、盐碱地特产”区域公共品
牌。在位于垦利区的东营市惠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黄
河口大闸蟹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划着小船、投撒饲料。

“待到金秋，这批黄河口大闸蟹，就能发往各地了。”该
公司总经理王英泽说，“咱们盐碱地‘特产’，也有竞争
力。” （转自《人民日报》）

山东科技引领开发利用盐碱地——

“盐碱地‘特产’，也有竞争力”
人民日报记者 李 蕊

图为福建长汀河田镇崩岗治理后的土地。
长汀县水土保持站供图

图为吉林梨树的黑土地。
梨树县委宣传部供图

图为山东东营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改良后的盐碱地。

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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