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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位于大同盆地西南端的朔州市，受地理等因
素影响，盐碱地面积达 167.9 万亩，中重度盐碱地
占据较大部分，利用难度相对较大。

近年来，朔州市积极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
用，加大盐碱地改造提升力度。当地通过对盐碱地
因地制宜提升改良、加快农牧融合、加强适宜盐碱
地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开发推广等措施，努力让盐碱
地变丰收田，全力做好盐碱地改良这篇大文章。

因地制宜施良策
作物产量稳中升

位于桑干河畔的山阴县是全国产粮大县，但
全县境内也分布着大片盐碱地，如何高效改造利
用，成为山阴县农业生产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这片地是改良过的中度盐碱地，种的是耐盐
碱的玉米，一亩平均产量能有1500斤。”9月14日，
山阴县潮潮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温新院指着自
己的承包地告诉记者。

温新院是土生土长的山阴人，从事农业生产
已有 20 多年，从 2015 年开始，他开始承包盐碱地
进行耕作。“当时想着盐碱地租金少，如果能改良
好，种上耐盐碱品种，应该效益也不错。”谈起当时
的规划，温新院感慨地说。

满怀信心的温新院先后承包了200亩盐碱地，种
上了耐盐碱的玉米品种，施上了有机肥料。没承想，
几年下来，不仅没有挣下钱，还搭进去十几万元。

2020年，经过山阴县农业技术部门牵线搭桥，山
西农业大学（以下简称山西农大）盐碱地改良技术团
队与温新院开展合作，“我有地，他们有技术，还有项
目资金，双方一拍即合，开始合作。”温新院说。

经过土样分析，温新院种植的盐碱地除少部
分为轻度盐碱地外，大部分为改良难度较大的中
重度盐碱地。根据当地盐碱地现状，山西农大盐
碱地改良技术团队将“因地制宜、精准识别、分类
施策”确定为盐碱地治理改良的基本思路。

温新院介绍，山西农大盐碱地改良技术团队
针对轻度盐碱地，通过增施有机肥，同时施用土壤
改良剂，达到培肥控盐的目的；对中度盐碱地改造
则主要采用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增施有机肥+绿
肥种植技术的模式，以达到节水阻盐的目的。“重
度盐碱地改良最难，PH 值快接近 10 了，得先灌水
排盐，此外，化学改良剂、生物有机肥等手段也得
一起上，改良需要的时间也长。”

“确实有效果，比如这块中度盐碱地，山西农
大种的试验田玉米出苗率有 85%，我自己种的比
他们低了差不多 20 个百分点。”谈起改良效果，温
新院说。

据了解，近些年朔州市通过增施有机肥、深耕
深松、添加化学改良剂等手段对中轻度盐碱地进
行了一定程度治理；此外，随着进一步改善灌溉条
件、推广使用耐盐碱的优良品种和普及大型农机
等措施的同步推进，经过改良的中轻度盐碱地，产
量增幅最高可达60%。

种养结合循环畅
农牧融合见成效

山阴县既是全国产粮大县，同时也是驰名华
北的奶牛养殖大县。在当地，盐碱地种植苜蓿等
饲草喂牛，牛粪加工成有机肥料改良盐碱地，盐碱
地再种植苜蓿以及相关杂粮作物，这种农牧大循
环的路子已持续多年。

在朔州市骏宝宸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苜
蓿种植基地，大型收割机正在来回穿梭，收割今年
秋季的最后一茬苜蓿，但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
300多亩苜蓿是种植在盐碱地上。

“今年这片盐碱地的苜蓿长得非常好。经过前
些年的改良，土壤肥力有了很大提升。从今年5月
份到9月份，基本上一个月可以收割一茬，和正常的
土地收割是一样的。”骏宝宸公司负责人郭玉平说。

据骏宝宸公司工作人员罗殿日介绍，苜蓿根

系发达，可以有效改善土壤结构，其根瘤可以为植
被提供充足的氮素，并且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矿物
质、维生素，素有“牧草之王”美称。“我们和山西农
大草业学院开展合作，精心选育了耐盐碱的苜蓿
品种，并通过修建排盐渠、施有机肥等多种措施改
良轻中度盐碱地，每亩苜蓿的产量、质量和正常土
地相比，差别不是很大。蛋白水平在20以上，RFV
在150以上，达到一级草水平。”

“合作社种植的牧草为奶牛养殖提供牧草饲
料，奶牛吃了牧草后，排泄的粪便是营养丰富的有
机肥。我们把牛粪施到盐碱地里，不仅改良了盐
碱地，牧草和其他农作物也长得更好了。”说起农
牧融合的循环产业链，郭玉平打开了话匣子。

无独有偶，在朔城区下团堡乡秋寺院村的盐
碱地里，3000亩紫花苜蓿生长正旺，预计一周以后
就可以收割。

“这几年牧草行情走高，种植一亩苜蓿收益接
近3000元。种植苜蓿可以为朔城区牛羊产业的发
展提供饲料，而且种植苜蓿土地不需要耕翻，地表
裸露减少，既能涵养水源，也改善了土壤肥力。”朔
城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建荣说。

近年来，朔州结合地处农牧交错带的区位特
点，按照种养结合、农牧融合的发展思路，坚持以
农载牧、以牧促农，努力推动形成“草—畜—肥—
田—粮”种养结合、绿色循环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模
式，倾力打造农牧融合发展高地。

雁门关外稻花香
不是江南胜“江南”

走进朔城区神头镇下西关村千亩水稻种植基
地，一排排水稻随风摇曳，生机尽显。

下西关村属神头泉域，当地水源清幽、水温适
宜、富含多种矿物质，但因地势原因，泉域周边也
有不少盐碱地。

2018 年，老家吉林的石云宝在神头镇下西关
村以每亩200元的价格租用盐碱地试种了50亩水
稻。为了将水稻种好，老石在种植前将土样送到
吉林老家的农技站化验，从各地买回来 20 多个水
稻品种在室内试种，筛选出耐盐碱品种，建起温室
大棚育苗。当年，老石试种的水稻亩产量达到500
多公斤，而且稻米出米率高，口感佳，与种植玉米
相比，平均亩收入增加2000多元。

昔日盐碱滩，今秋米满仓。在老石成功种植
水稻的基础上，朔城区在下西关村周边桑干河沿
岸大力发展水稻种植。截至目前，全区水稻种植
达到3000亩，走出了一条以稻治碱，挖掘盐碱地粮
食种植潜力，促进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的绿色生态
发展之路。

金秋时节，在应县金城镇范寨村千亩海水稻
田，抽穗的稻浪被太阳染成橘黄色，随风翻滚。

“过去这些地是‘冬天白汪汪，夏天水茫茫’的
盐碱荒地，现在变成了丰收在望的水稻田。”范寨
村党支部书记张立军满脸笑容。

张立军介绍，2021年，范寨村引进了应县顺宏种
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利用自身资金，在村里的盐碱
地试种水稻，当年种植100亩。但由于土地不平、稻
苗生长弱等原因，水稻亩产只有300公斤左右。

吃一堑长一智。2022 年，应县顺宏种植专业
合作社积极对盐碱地进行改良作业，采取施用土
壤改良剂、施加有机肥、开展排补水等措施，实现
降低盐碱地盐碱值、提高土壤肥力的目的。

“我们合作社与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山西农大
的专家分别签订了盐碱地土壤修复与利用研究、
盐碱地种植海水稻试验研究的合作协议，并从黑
龙江请来专家指导海水稻种植。这些都为我们开
展盐碱地水稻种植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说起
种植水稻的技术支持，应县顺宏种植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朱和基说。

朔州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介绍，今年朔州市
盐碱地水稻种植面积达 5000 亩。雁门关外稻花
香，不是江南胜似“江南”正成为雁门关外新景象。

农牧融合绘新景
——朔州市依托科技创新改良盐碱地的实践

袁兆辉 张小菊

全力备战今冬供暖确保市民温暖过冬
——我市供热各项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集中供热工程牵动着百姓冷暖，是重大民生工程、民心工
程，对老百姓来说，着实是一件办到心坎上的好事。近日，记者
从市供热相关部门获悉，目前全市供热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
推进，部分供热企业换热站已经完成注水打压，热源厂、换热站
正在进行全面设备检查，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备战今冬供热。

确保暖流如期送进千家万户
又是一年供暖季。连日来，朔州市再生能源热力有限公司

全体员工提前准备，及早安排，加班加点做好注水、热力站调试
等供热前准备工作，从 9 月 25 日起，一次二次注水工作全部完
成。9月28日，升温开始陆续启动，全力以赴确保暖流如期送进
千家万户。

我市法定供热时间为 10 月 25 日至次年 4 月 10 日。为做好
今冬明春供热保障工作，朔州市再生能源热力有限公司积极与
热源电厂沟通协调，各项准备工作全部提前完成。

相关人员表示，8月16日开始生产运行系统调试，8月21日开
始一次管网注水，9月6日换热站开始二次管网注水，系统调试于9
月20日全部完成，一二注水工作均在9月25日全部完成，生产运
行系统数据准备、网络通畅，首站压力均达到注水要求、换热站已
做好启运准备。9月28日15:28神头首站启动城网泵，29日9:16
神头二电厂开始操作阀门、准备抽汽，11:30 1#机组正式抽汽开始
暖管供热。同煤首站也启动城网泵开始供热。各换热站二网已保
压，根据一网热水循环的情况，逐步启运换热站开始供热。

备战供暖季设备“体检”忙

在朔州经济开发区麻家梁循环经济园区的2号换热站，朔州
新源热力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正抓紧时间对所有的供热设备进
行检修、保养，确保供暖期来临时，能够如期高质量供热。

据了解，朔州新源热力有限公司检修员从9月初就开始进行
对循环泵、管道阀门检查、保养，对换热器进行清洗。

朔州新源热力有限公司担负着朔州经济开发区麻家梁循环
经济园区、新兴产业园区和固废综合利用园区的集中供热任务，
共设有一座隔压站、17 座换热站，可满足 151 万平方米供热需
求。连日来，工作人员对供热运行设备进行仔细排查，逐个维修
保养，确保冬季供热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集中供热改造让百姓身暖心更暖

知百姓冷暖，是朔城区委政府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近年
来，朔城区住建局紧紧抓住打好清洁取暖和蓝天保卫攻坚战的
有利时机，结合老旧小区片区改造和城中村城边村清洁取暖，坚
持宜热则热、宜电则电、宜气则气的原则，全力攻坚集中供热改
造工程，供热普及率由2017年的不到70%提高到现在的89%。

2023年，再投资 3800 万元，对木寨、新杨涧，东关小康村、东
关宏兴二区西侧等四个地段实施集中供热改造，惠及居民住户
1320户，铺设一次管网4080米，二次管网56公里，配套建设换热
站2座，检查井 229座，以及路面恢复工程。

上一供热采暖期结束以后，全市利用夏季供热间歇期全面
开展“冬病夏治”工作，围绕热源保障能力、管网运行能力、换热
站调控能力、居民室温达标等方面开展大排查大整治，紧盯广大
群众采暖过程中的“急难愁盼”问题，督促各县（市、区）集中供热
主管部门和各集中供热运营企业全面做好保障集中供热重点工
作，迅速开展供热燃煤储备，加快集中供热老旧管网更新改造，
切实提升集中供热企业投诉办理服务水平，大力提升用户端采
暖效能，指导协助低温用户提高采暖质量，同时，进一步强化安
全生产管理水平，做好应急保障能力，确保今冬明春集中供热运
行安全、平稳、优质，以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实际成效回应群众期
盼，办好供热民生大事。

目前冬季集中供热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已完成集中供热设
施设备检修维护、问题隐患整改、管网注水等工作，中心城区及
各县（市、区）根据实际天气情况适时提前启动集中供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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