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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水源区

因采矿变色的河“鸭躲鱼绝”

7

让“耕地中的大熊猫”歇歇气加加油
东北黑土地“保卫战”

▲ 5 月 8 日，黑龙江垦区友谊农场，一台大马力农机正在进行玉米播种。 徐宏宇摄

由于东北黑土地开垦以来一

直处于高强度利用状态，土地肥

力长期透支 ，加之重用轻养 、土

壤侵蚀等原因，土壤有机质含量

下降，生态功能退化——— 黑土变

“瘦”“薄”“硬”

2015 年，国家开始实施“东北

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项目。一些

地方采取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

深松深翻、轮作休耕、治理水土流

失等多项黑土地保护措施，充分调

动农民积极性，共同把黑土地保护

好、利用好，为黑土地“加油”

本报记者李凤双、王建、程子龙

“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芽。”人们曾
这样形容肥沃的黑土地。

我国东北平原是世界三大黑土区之一，承担
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去年，仅黑龙江、吉
林、辽宁三省粮食产量就达 2762 亿斤，占我国粮
食总产量的五分之一强。

然而，由于东北黑土地开垦以来一直处于高
强度利用状态，土地肥力长期透支，加之重用轻
养、土壤侵蚀等原因，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生态
功能退化——黑土变“瘦”了、变“薄”了、变“硬”
了，给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带来挑战。

为了加强黑土地保护利用，保护好黑土地这
一“耕地中的大熊猫”，2015 年国家开始实施“东
北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项目。东北一些地方采取
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深松深翻、轮作休耕、治理
水土流失等多项黑土地保护措施，充分调动农民
积极性，共同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为黑土地
“加油”。

记者调查发现，黑土地保护取得一定成效，农
民保护黑土地的积极性也有所提高，但完全由农
民投钱则不情愿，东北轮作试点也将退出，秸秆还
田、深松整地等地方财政负担重。保护黑土地，既
要抓好突出问题治理，又要谋划长远发展；既要采
取有力治标措施，又要探索长远治本之策，加强制
度机制建设，调动各方积极性，形成保护黑土地的
合力。

当年攥出“油”的黑土遭透支

东北黑土区耕地的黑土层目前

平均厚度只有 30 厘米左右，比开垦

之初减少了约 40 厘米，部分坡耕地

已变成肥力较低的薄层黑土

黑土是世界公认的最肥沃的土壤，形成极为
缓慢，在自然条件下形成 1 厘米厚的黑土层需要
200 — 400 年。全球黑土区仅有三片，分别位于乌
克兰第聂伯河畔、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和我国东
北平原。

东北平原是我国重要的粮仓。根据第二次全
国土地调查数据和县域耕地质量调查评价成果，
东北典型黑土区耕地面积约 2 . 78 亿亩，其中黑
龙江省约 1 . 56 亿亩，占到 56 . 1%。

多年来，东北地区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
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但黑土地退化问题也随之
而来。

记者深入东北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采访，一
些种粮大户、合作社负责人反映，黑土地在退化、
流失，部分土壤有机质不断下降。黑龙江省北安市
的一名种粮大户，曾当着记者的面拿起铁锹，挖了
不到一锹头深，便露出了黄土。“东北黑土层每年
都在退化，已由 20世纪 50 年代的平均 60 至 70
厘米，下降到目前的平均 20 至 30 厘米。”

北安这名种粮大户遇到的情况，在东北并非
个案。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
究人员观测发现，东北黑土带的退化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黑土从坡上流到坡下，土壤移动了，造成坡
耕地质量下降；另一种方式是耕层土壤的有机质
含量下降。

黑土地变“瘦”了。黑土地之所以“黑”，就在于
它覆盖着一层黑色的腐殖质，这种土壤有机质含
量高、土质疏松、最适宜耕作。老百姓常用“一两黑
土二两油”来形容黑土地的肥沃。但过去多年的重
用轻养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逐渐下降。

黑龙江省绥化市地处松嫩平原寒地黑土核心
区，耕地面积 2846 万亩。2015 年，绥化市开展的
耕地地力评价数据显示，与 1982 年相比，绥化市
黑土壤有机质含量由 4 . 3% 下降到 3%，降幅达
30%。

2017 年农业农村部、发改委等 6 部门制定印
发《东北黑土地保护规划纲要(2017 — 2030 年)》
指出，据监测，近 60 年来，东北黑土地耕作层土壤
有机质含量平均下降 1/3，部分地区下降 1/2，辽

河平原多数地区土壤有机质含量已降到 20g/kg
以下。

老百姓形象地说，现在的黑土地越来越“馋”，
化肥越上越多，黑土地越来越硬。

黑土地变“薄”了。水土流失导致的黑土层变
薄，则是东北黑土带面临的又一个问题。宾县位于
黑龙江省典型黑土带的东南端，地势高低起伏，是
一个“五山、半水、四分半田”的浅山丘陵地区，坡
耕地分布面积大，侵蚀沟较多，长度 100 米以上的
侵蚀沟有 4000 余条，水土流失非常严重。并且侵
蚀沟多生成于已垦坡耕地上，在损毁农田粮食减
收的同时，造成土地支离破碎。

东北黑土区侵蚀沟专项普查（2013）结果显
示，东北黑土区侵蚀沟长度超过 100 米的有 29 . 6
万条，仅沟道本身就损毁土地 600 万亩左右。治理
水土流失专家、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
所研究员张兴义说，目前治理的侵蚀沟还有限，沟
道侵蚀整体仍处于加剧发展的态势。

数据显示，目前，东北黑土区耕地的黑土层平
均厚度只有 30 厘米左右，比开垦之初减少了约
40 厘米。部分坡耕地已变成肥力较低的薄层黑
土，有的甚至露出了底层的黄土，成为老百姓眼中
的“破皮黄”黑土。

要像养小孩一样用心呵护黑土地

“参与黑土保护利用试点后，有

机质含量高了，种出的水稻口感更

好，更绿色健康，去年我们的水稻卖

到了 5 元多一斤”

为了调动农民积极性，共同把黑土地保护好、
利用好，2015 年起，国家安排资金，在东北四省区
17 个县（市、区）实施为期三年的黑土地保护利用
试点，每个试点区试点面积 10 万亩。2018 年，国
家将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扩大到 32 县（市、
区、旗、农场）。

不久前，记者走进黑龙江省海伦市自新农机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大豆田。合作社理事长付正武
抓起一把黑土攥成了团，松开后黑土又散开落地。
“这就是好土，黑土保护让地变得松软，抗旱保墒
能力增强。”付正武回忆起前些年种地，一年比一
年多下肥，怕肥少了减产，挣不着钱，黑土地患上
“化肥依赖症”。

海伦市是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县，自新
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承担试点的新型经营主
体之一。付正武还依稀记得小时候走在田里软绵
绵的感觉，手往地里一掏就是坑，“抓一把土手感
相当舒服”。付正武说，2015 年承担黑土地保护
试点后，黑土地肥力增加，大豆亩产量能达到
400 斤。

海伦市前进镇双泉村万亩有机杂粮基地，原
来是低洼易涝的中低产田，从 2015 年开始，村民
利用当地秸秆、牛羊粪便等，同时积极清理河沟淤
泥作为基质，按照一定比例堆沤有机肥，抛撒还
田。同时，采取深松整地秸秆还田、米豆杂轮作等
技术模式，提升土壤肥力，实现低洼类型区旱田黑
土地的保护利用。

这几年，春耕之时，双泉村万亩有机杂粮基地
都会施大量粪肥。“以前不是有句老话吗，‘庄稼一
枝花，全靠粪当家。’从养殖场买来‘困’了一冬天

的粪肥，用它来制作有机肥老好了！”双泉村党
支部书记吴彦龙说，堆肥沤制过程中，微生物分
解有机物导致发热，温度上升，进而促进有机物
分解，经过发酵，制成有机肥，上到地里之后，提
高了土壤有机质含量。

为了保护好黑土地，黑土保护利用另一试
点县——黑龙江省桦川县做了一系列探索。桦
川县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杨忠生说，从实践情况
来看，米豆轮作旱田模式、水稻秸秆还田增施有
机肥等黑土保护模式，都是养地提高地力的有
效方式。刚开始推广时，并没那么容易，农民几
十年形成的耕作习惯，哪怕一丁点儿改变，都比
较费劲。

“我们心慌啊，一点闪失就得搭上一年的收
成，虽然技术很好，第一年还是犹豫。”黑龙江省
桦川县玉成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赵德山
说，农民都不信，怕增施有机肥、减少化肥导致
减产，县农技推广中心的人就跟踪、盯着我们，
生怕不用有机肥。为此，杨忠生没少当着农民面
做“担保”。黑土保护利用试点项目实施第二年
之后，赵德山就认识到黑土保护的重要性了。
“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土壤变得疏松了，现在用
脚都能踩下去，以前都踩不下去”。

“这两年夏天，拿铁锨一挖，就能发现秸秆
翻埋的地方产生了一层有益菌。秋整地的时候，
能明显感觉到地变松软了。”哈尔滨市双城区新
民村岚显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承担着黑土地保
护试点项目，合作社理事长吴岚显说，下雨后垄
沟里看不到水，渗到了地下，土壤吸收水分、抗
旱保墒的能力变强了。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说，2015
至 2017 年，黑龙江省 9 个试点县项目区土壤监
测数据显示，各项指标均达到预期，土壤有机质
平均含量比 2015 年试点实施前提高 3 . 6%，耕
地质量平均提高 0 . 54 个等级。通过抓试点，建
机制、推模式，发挥项目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全
省落实黑土耕地保护示范区建设面积 1000
万亩。

黑土地保护正在见效益，提高了粮食产量
和品质，增加了农民收入。在赵德山看来，水稻
稳产高产优质，主要得益于这几年黑土地保
护。“参与黑土保护利用试点后，有机质含量高
了，种出的水稻口感更好，更绿色健康，去年我
们的水稻卖到了 5 元多一斤。”赵德山切实感
受到了黑土地保护带来的好处，对黑土越来越
有感情。

赵德山说：“保护黑土地就像养小孩一样，
需要用心去呵护，我做过对比，隔着一条道，参
与黑土保护的地块和没参与的，产量和品质都
明显不一样。”

记者从黑龙江省土肥站了解到，黑土保护
利用试点项目，各试点县（市、区）依据当地黑土
地耕地退化突出问题，因地制宜地将相关技术
进行集成，初步探索出平地玉米连作区、平地轮
作区、缓坡型、低洼易涝型、西部风沙干旱区及
水田等六大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模式，并且在
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开始在部分地区进行示范
推广。

今年 3 月，国家有关部门联合印发的《东北
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 2020 — 2025
年）》提出，中央财政通过现有渠道积极支持东
北地区保护性耕作发展，力争到 2025 年，保护
性耕作实施面积达到 1 . 4 亿亩。

不光耕地轮作“歇口气”，还要

秸秆还田“加油”

轮作让病虫害减少，让黑土地

“歇口气”，提高土壤肥力；秸秆直接

还田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耕

层理化和生物性状

开展耕地轮作试点，是黑土地保护的有效措
施，根本目的是解决连作造成的土壤养分偏耗，
实现耕地资源永续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黑龙
江省绥化市绥棱县克东向荣现代农机专业合作
社去年种了 7000 余亩玉米，今年轮作改种大豆，
每亩补贴 150 元。合作社负责人刘峰说，轮作让
病虫害减少，让黑土地“歇口气”，提高土壤肥力。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王金会说，近几
年，黑龙江省实施耕地轮作，以大豆为中轴作
物，推进种植结构调整，加快建立米豆薯、米豆
杂、米豆经等“三三”轮作制度，实现土地用养结
合和各作物均衡增产增效。2019 年，黑龙江省
实际完成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面积 1369 . 39
万亩，占国家下达任务的 105 . 3%。

为加强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管理，黑龙江
省引用先进技术细化管理。试点县（市、场）引入
遥感技术监管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项目。对于
轮作休耕试点补贴，试点县（市、区）采取人工实
测与卫星遥感监测相结合的方式，对试点任务
面积进行核查，作为补助资金发放依据，在核实
项目区地块上做到数字化监管，经得住审查。

前几年，秋冬季、春播前，行驶在黑龙江的
公路上，经常能看到田间焚烧秸秆产生的烟雾，
严重的地方看不清前方车辆，一场旅行犹如穿
越“火线”。这两年，黑龙江加大秸秆还田力度，
在保护黑土地的同时，也助力蓝天保卫战。

秸秆还田是黑土地保护最直接、最有效的
技术。去年秋冬，黑龙江省通河县启农现代农机
合作社找到了一种秸秆还田的好方法，先给秸
秆喷一种微生物腐熟剂，然后再将秸秆翻埋到
地下 30 厘米深处。经过腐熟的秸秆在地里更容
易腐烂，保证全量还田。

“当时我们 30 多台农机一起喷，半个月就
干完了 4 万亩地，把 2 万吨水稻秸秆还了田。”
合作社理事长安永全说，从这几年的实践效果
看，黑土地土壤耕作层达到了 30 厘米以上，土
壤有机质含量提高了 3％ 以上，产量也增加
5％以上，农民尝到了黑土地保护利用的甜头。

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在黑龙江省绥棱县
上集镇宝田村，1030 亩绿油油的水稻连成一片
“稻海”，这片宝田绿色水稻高产示范区近年持
续开展水稻秸秆粉碎深翻还田、增施有机肥等
黑土保护模式，成效明显。宝田村党支部书记连
忠林说，经有关部门测算，示范区土壤有机质平
均含量比 2015 年提高 3% 以上。

记者从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近年
来，黑龙江省大力推广秸秆直接还田，增加土壤
有机质含量，改善耕层理化和生物性状，提升黑
土耕地基础地力。去年秋冬季，黑龙江省秸秆还
田面积超过 1 亿亩，有效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含
量，提升黑土地地力。

东北黑土板结情况近年来渐趋严重，一些

地区形成了坚硬的“犁底层”，耕层变浅，蓄水保墒
能力下降，影响粮食生产。针对黑土板结情况，2008
年以来，黑龙江省财政累计投入 17 . 03亿元用于深
松整地补助，补助全省深松整地作业 2 . 59亿亩次。
绥棱县副县长刘润伟说，深松整地的地块土壤耕层
结构进一步优化，不易形成径流，可提高天然降雨
入渗率和土壤蓄水能力，提高农田抗旱能力。

为了加大水土流失治理，2017 年 7 月，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东北黑土区侵蚀沟生态修复
关键技术与集成示范”启动，中国科学院东北地
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张兴义担任首席科
学家。张兴义说，水土流失虽然在全国区域都有
发生，但东北黑土区的情况更为严峻。

侵蚀沟的修复和治理看似简单，关键是填埋
后不再重新生成。“我们增设渗井实现水流垂直
入渗，布设暗管建立地下导排水系统，这是消减
地表汇流冲刷力、阻止再次成沟的关键技术。”张
兴义说，以秸秆填埋为主体的侵蚀沟复垦技术为
例，基于沟道整形和沟底铺设暗管后，秸秆压实
打捆填埋，上层覆盖半米土，再沿沟线横向修筑
拦水土埂，埂前铺设渗井至地面。

当暴雨来临时，水流会被土埂截住，并沿渗
井垂直入渗，以此变侵蚀沟道地表径流为地下暗
流，削减水流冲力。那么，填埋后的秸秆是否会因
腐烂导致沟道塌陷？项目组系统调查测定，初步
发现填埋 10 年以上的秸秆仍在土底部保存完
好，未出现明显塌陷。张兴义带领团队走出一条
水土流失治理新路。

2018 年以来，黑龙江全省完成水土流失治
理面积 8631 平方公里，超额完成任务，累计投入
资金 2 . 1 亿元，实施 24 . 42 平方公里坡耕地治
理，以及 801 条黑土区侵蚀沟治理项目。

期盼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范围

再扩大

基层干部普遍希望，国家增加深

松整地补贴总额，提高秸秆还田机

械单机补贴额度。同时吸引社会资

本参与黑土地保护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农民保护黑土地积极性
有所提升，黑土地保护取得一定成效，但完全由
农民投钱则不情愿。此外，东北轮作试点明年退
出，秸秆还田、深松整地等地方财政负担重，都给
黑土地保护带来挑战。

海伦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姚宏伟说，黑土地保
护利用试点项目区，国家没少投钱，每亩地投入
一二百元，虽然农民逐渐意识到黑土保护的好
处，但让农民自己掏钱用于黑土保护，积极性不
高。海伦市海北镇农民王益生种了 200 多亩地，
他说，深松整地每亩可获补助最高 20 元，但实际
成本每亩得 50 元至 70 元，仍需要农民拿出一部
分配套。这就导致一部分农民不开展深松整地，
带来土壤板结现象。

东北地区轮作试点即将退出，不利于黑土地
保护。去年农业农村部印发《 2019 年种植业工作
要点》提出，“调整优化试点区域，将东北地区已
实施 3 年到期的轮作试点面积退出”。付正武说，
轮作对保护黑土地效果明显，实现土地用养结
合，不仅减少病虫害，还改善土壤结构，提高粮食
产量，随着 150 元/亩轮作补贴的取消，农民轮作
的积极性可能会降低。

秸秆还田、深松整地，地方财政投入大负担
重。2018 年黑龙江省在秸秆综合利用方面安排省
级财政投入 28 亿元，2019 年增加到 43 亿元。除
了省级财政投入，市、县两级也需要配套。比如黑
龙江省秸秆深翻还田，每亩补贴 40 元，省里拿 32
元，市、县拿 8 元。记者从海伦市了解到，近几年
当地投入 1 亿多元，用于秸秆还田等综合利用，
财政持续投入压力非常大、负担重。

部分用于黑土地保护的机械设备不足。一些
基层干部反映，在黑土地保护项目实施中发现大
型耕翻机械少，比如能够很好完成秸秆深翻还田
要求的农具主要是进口犁具，一台机器 20 多万
元，对农民来说价格比较高买不起。

黑土地保护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今后，要进
一步聚焦突出问题，创新技术模式，统筹土、肥、
水、种及栽培等生产要素，综合运用工程、农艺、
农机、生物等措施，确保黑土地保护取得实效。基
层干部期盼，进一步扩大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范
围，通过田间工程措施减少坡耕地水土流失和土
壤退化，增加资金额度，给予黑龙江更多倾斜。同
时，要充分发挥试点的示范带动作用，以新型经
营主体为引领，充分调动农民保护黑土地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形成多方合力，久久为功。

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为东北调整优化种
植结构，特别是恢复大豆种植，压减地下水开采
用量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付正武、杨忠生等
期盼，国家进一步增加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面
积，并在东北继续推行这一试点，加快促进米豆
轮作，加快建立合理的耕作制度；减少井灌稻区
地下水开采，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黑龙江省耕地面积大、平坦连片，机械深松
作业对于保护和提升黑土耕地质量意义重大。秸
秆还田是提升黑土耕地质量最清洁、路径最短的
措施，更是秸秆综合利用的最佳途径。基层干部
普遍希望，国家增加深松整地补贴总额，提高秸
秆还田机械单机补贴额度。同时，积极探索设立
黑土地保护引导性基金，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政
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
参与黑土地保护。 编辑黄海波


	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