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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地处渤海之滨，盐碱地曾

占到全市土地面积的近六成，意味

着庄稼难以生长。可昔日的不毛

之地，如今却“逆天改命”，变身粮

满仓。

——沧州旱碱麦种植面积达

到100.2万亩，培育了旱碱麦专业

加工企业6家，年加工能力达到20

万吨以上。

——2022 年，沧州旱碱麦总

产量22.37万吨、单产223.3公斤，

标准化示范区内亩产更是达到

370公斤。

时光流转，当年白花花的盐

碱地，如今成了绿油油的庄稼田，

并孕育出大批产自盐碱地的土特

商品。

土壤改良结“硕果”

初夏时节，在沧州黄骅市旧城

镇仙庄片区 7600 亩的旱碱麦田

里，满眼青绿，小麦长势喜人。5月

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

察，了解盐碱地整治、旱碱麦种植

推广及产业化情况，指出要“做好

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

“我向总书记汇报了黄骅旱碱

麦的主要品种，我们在旱碱麦生产

上的技术支撑作用，总书记给予了

肯定。”说起当天见到总书记的情

形，中国科学院南皮生态农业试验

站副站长郭凯满脸欣喜。

沧州市受自然条件制约，土壤

盐碱化程度高。2013年，我国重

大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渤海粮仓科

技示范工程”启动，这里自然而然

成了“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的

主战场。

“为了改良这片盐碱地，我们

在沧州南皮县设置了中国科学院

南皮生态农业试验站，采用咸水结

冰灌溉技术改善土壤结构。”郭凯

告诉记者，盐碱地地下咸水资源丰

富，天冷的时候抽取地下咸水灌

溉，之后在地表形成冰层。等来年

开春，高浓度的结冰咸水最先融

化、下渗，也把地表大部分盐分带

到地下，等气温回升至零摄氏度，

地表结冰的淡水融化，又起到淋洗

地表盐分的作用。

为了实现粮食增产，郭凯和团

队成员在南皮生态农业试验站的

地下室建设了20个装有地下咸水

的蓄水池，通过蓄水池调控地下水

位，分析不同水位条件下咸水在土

壤中的运动规律，掌握不同季节、

时段浅层地下咸水水位变化情况

以及对地表盐分的影响。

“盐碱地变身高产田，始终要

遵守水盐运动规律，最终目的就是

将土层内溶于水的盐碱成分降

低。”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

术学院教授李保国说。

2021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考察调研时强调，18亿亩

耕地红线要守住，5亿亩盐碱地也

要充分开发利用。如果耐盐碱作

物发展起来，对保障中国粮仓、中

国饭碗将起到重要作用。

如今，通过“渤海粮仓科技示范

工程”，咸水结冰灌溉、微咸水灌溉

等多水源技术已在环渤海地区30

多个县（市、区）推广约1200万亩，

相比2012年，平均每亩节约淡水

60多立方米、增产粮食100公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展盐

碱地综合利用，是一个战略问题，

必须摆上重要位置。我们一定牢

记嘱托，继续扎根盐碱地，在耐盐

作物品种筛选和利用、盐碱地土壤

培肥改良等方面开展研究，研发更

多新技术，把旱碱麦产量提上去，

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我们农业科

技人员的贡献。”郭凯说。

盐碱地“长”出果蔬工厂

“旱了收蚂蚱，涝了收蛤蟆，不

旱不涝收碱嘎巴。”这是渤海之滨不

少农民对盐碱地的形象描述。如

今，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沧州渤海新区，常年旱碱麦

种植面积约61.8 万亩，原始品种

以“小红芒”等为主，亩产仅有50

公斤。而最近几十年来，历经当

地农技人员反复选种与改良，目

前主要种植捷麦 19、沧麦 6002、

沧麦6005、小偃60和小偃155等

耐盐碱、抗病性强的小麦品种，正

常年景亩产量保持在214公斤上

下，真正实现了“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

靠着这些小麦新品种，沧州渤

海新区黄骅市后仙庄村民杨东进

家的生活也有了改善。他告诉记

者，总书记来考察时询问了他家麦

子的产量、种地的年收入、全家人

的总收入等情况。如今，杨东进家

32亩麦子，一亩地产量大约250公

斤，净收益二三百元，加上夫妻两

人打工等收入，一年下来家庭收入

能有9万元。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持续推动由主要治理盐碱地适应

作物向更多选育耐盐碱植物适应

盐碱地转变。不光有小麦在盐碱

地中拔节生长，在沧州各地，不同

水肥、土壤条件下种植的耐盐碱蔬

菜、水果、粮食也是长势良好，其中

值得一提的就是“海兴碱梨”。

沧州市海兴县曾是干旱、渍

涝、盐碱等自然灾害频发之地。为

了根治盐碱地，充分提高盐碱地的

种植收益，当地与河北省农林科学

院、河北农业大学及南京农业大学

合作，开发盐碱地高效梨树种植。

“盐碱地富含钾元素，同样的

管理模式下，盐碱地长出的梨果比

普通梨果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高、口

感好。”海兴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邹晓玲介绍，海兴碱梨不仅通过了

有机认证，还申请了“海兴碱梨”地

理标志产品认证。

（下转第七版）

5月11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沧州市，考察了黄骅市旧城

镇仙庄片区旱碱地麦田，了解盐

碱地整治、旱碱麦种植推广及产

业化情况。他指出，开展盐碱地

综合利用，是一个战略问题，必须

摆上重要位置。要立足我国盐碱

地多、开发潜力大的实际，发挥科

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加大盐碱地

改造提升力度，加强适宜盐碱地

作物品种开发推广，有效拓展适

宜作物播种面积，积极发展深加

工，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

文章。

食为政首，粮安天下。粮食安

全是“国之大者”。我国是个人口

众多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

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当前，面

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各种

不确定因素的叠加影响，中国粮食

供求仍处于紧平衡状态。保障粮

食安全这个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

放松，必须常抓不懈，必须抓紧抓

实抓牢，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

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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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约15亿亩

盐碱地，其中约5亿亩具有开发利

用潜力，是实现粮食增产的“潜在

粮仓”。唤醒这一“沉睡”的后备耕

地资源，用好耕地存量的同时提高

土地增量，就能实现耕地资源扩

容、提质、增效。近年来，从渤海之

滨到嫩江之畔，从河套平原到天山

南北，实施“藏粮于地”战略，开展

盐碱地综合利用，曾经沉寂的大片

盐碱地上鸣奏出生产、生活、生态

和谐发展的交响曲。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解决

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近年

来，沧州沿海各县市在盐碱地推广

种植旱碱麦100.2万亩。农技人员

围绕旱碱麦种植中的种、肥、播、管

等重点环节，建立了旱碱麦种植品

种选用、土地整治、科学施肥、播种

管理等生产技术全过程标准化体

系，实施了30项国家和行业技术标

准，旱碱麦增产连年实现“步步

高”，盐碱地变身“大粮仓”。实践

证明，“藏粮于技”，科学育种，就能

更好地突破耕地等自然条件对农

业生产的限制，使盐碱滩涂渐成丰

收沃野。

拔节向上，未来可期。聚焦

“国之大者”，攥紧农业“芯片”，开

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强化“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的物质基础，中国人

有能力解决吃饭问题，更有信心把

牢粮食安全主动权，从而把稳强国

复兴主动权。

聚焦“国之大者”攥紧农业“芯片”
□郭雪营

“农业荒漠”变身“生态粮仓”

看沧州如何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大文章”
□记者 贺宏伟 乔娅 贾宏博

本报讯“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我

们自己手中”“研发生产更多适合中国人生命基因传承和

身体素质特点的‘中国药’”“特别是要加强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5月12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石家庄市

国际生物医药园规划展馆，听取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情况汇报，察看医药产品展示，了解药品研发生产情况。

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亲切关怀，让河北医药行业的广

大干部群众备受鼓舞，更感责任重大。大家纷纷表示，一

定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在研发创新上持续发力，将石家庄

打造成中国北方生物医药产业新地标，为推动健康中国

建设、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

手中”，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给了全省生物医药行

业的研发人员巨大动力，大家纷纷表示，要加强自主创新

绝不松懈。

华药被誉为“共和国医药长子”，近年来积极拓展新

治疗领域，主要产品涉及化学制药、现代生物技术药物等

近千个品规。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

要指示精神，结合主题教育，真抓实干，引领生物医药产

业在河北发展壮大。”华北制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

经理肖明建表示，下一步，华药将坚持创新引领，提升自

主创新品种研发力度，着力发展合成生物技术，加快生物

医药产业发展步伐，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打造的“研发—中试—生

产”全链条体系，不仅促进当地企业进行创新转化，还吸

引了许多外地创新成果在石家庄落地。拥有41项国际

发明专利的华普生物技术（河北）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

世界领先的疫苗佐剂创新公司，去年落户石家庄。

“总书记的关怀是对我们的巨大鞭策和鼓励。”华普

生物技术（河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立公激动不已，

“我们将继续坚持新一代疫苗佐剂的研发和产业化，把生

物医药产业的‘疫苗佐剂关键技术’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

在我们自己手中，推动我国疫苗的升级换代。”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

明了方向。”石家庄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赵

路新干劲十足，“我们将立足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实际，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

发展，将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打造成为国内一流、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生物医药园区。”

研发生产更多适合中国人的“中国药”

“研发生产更多适合中国人生命基因传承和身体素

质特点的‘中国药’。”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鼓舞

全省生物医药行业的研发人员把研发创新与人民群众的

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体现社会责任和价值。

作为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

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广大群众临床用药需求，不断提升

创新研发能力。一方面，加快高质量仿制药的研发和生

产；另一方面，在短缺药和罕见病用药上，集中优势研发力量进行科技攻关。

“我们要树立敢为天下先的志向和信心，敢走别人没走过的路，提升有效供

给，创造有效需求，研发生产出更多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为加快我国由制药大国

向制药强国迈进作出我们的贡献。”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学军信心满满。

“贴近基层、贴近百姓，服务产业、服务经济，一直是我们的工作思路。”省卫

健委二级巡视员靳文龙表示，要积极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机遇，加快国

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京津冀专科联盟、京城名医馆分馆等协同发展重点项目

建设，引进京津高层次中医药人才在我省建立传承工作室分站，辐射带动区域

服务能力提升，为保障人民群众健康作出新贡献。

“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对园区内众多医药企业提供研发支持及便利条件的决

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令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党组书记、管

委会主任张剑华备受鼓舞。近年来，为了满足园区内众多医药企业的研发需

求，北京·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引入南开大学的技术研发力量，构建起

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完整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南开大学绿色

化工研究院与区内企业的互动频次，引导更多研发生产‘中国药’的科研项目在

开发区落地转化。”张剑华说。

“必须坚决筑牢药品安全底线，保障全省人民群众用药安全。”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许彦增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下一步，省药品监督管

理局将加强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提升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可及性，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加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总书记强调‘加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这为我们做好中医药工作指明

了前进方向。”大家表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定要做好守正创新、传承

发展工作，积极推进中医药科研和创新。

在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医药研究院院长、河北以岭医院院长贾振华看来，和

现代科学技术结合是中医药走向现代化、国际化的必然选择。作为国内中医药

行业的领军企业，河北以岭药业首次系统构建络病理论体系，并依托络病理论

创新转化全国重点实验室取得一批重要成果，上市13个国家专利新药，在50个

国家或地区注册销售。

“规范中药材种植，加强中药炮制研究，质量保障更好服务于临床疗效；探

索先进的制药技术运用于中药大生产，力图将中医药做得更精、更规范、更标

准、疗效更确切。”贾振华说，要以疗效为根本，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为指导，利

用现代技术赋能中医药，更好服务中医药走向世界。

“草到安国方成药，药经祁州始生香。”素有“药都”之称的安国，中药材种植面

积常年保持在15万亩左右，是北方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之一，近年来持续规范中

药材种植，引进和培育中药材加工企业，推动中医药产业全产业链创新发展。

“总书记的指示关怀，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安国市委书记张冠群表示，安国

将依托河北省中药材质量检验检测研究中心，持续开展安国中药材质量可追溯

项目，为中药材现场交易、电子商务、质量追溯、仓储物流等环节提供准确、高

效、可靠的检测服务，擦亮安国中药材批发交易市场“放心药、无假药”的金字招

牌，保证中药材及药品质量安全。

“我们一定把总书记的关怀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河北省医药行业

协会党支部书记刘骁悍难掩激动，“我们将以中药材基地规范化、规模化生产为

基础，以中药新型饮片为突破，以经典名方、成熟的临床制剂产业化为重点，全

面推进中药质量提升和高质量发展。”

加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人才是关键。省中医院十分注重传统中医师承

工作，积极实施中医药传承创新人才培养项目，遴选国家级重点学科学术带头

人15名，培养高层次人才200余人次。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发挥中医药学整体医学优势，拓展服务空间，促进优

质中医医疗资源均衡布局，推动中医药健康服务高质量发展。”河北中医学院党

委副书记、河北省中医院党委书记孙士江说。

（记者 彭文君 段维佳 马静 赵晓慧 代晴 烟成群 李慧英 张瑞雨 袁立
朋 陈思思 靳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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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认真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雄安新区

考察并主持召开高标准高质量推进

雄安新区建设座谈会、在河北考察

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

展座谈会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北重要讲

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是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全省上下的首要政治任务

和头等大事。

在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

育、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

记亲临我省雄安新区、沧州市、石家

庄市等地考察指导，主持召开高标

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座谈

会、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

会，两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

重要指示，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总书

记对河北人民的深切关爱，对河北

工作的高度重视，对河北发展的殷

切期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

指示，高屋建瓴，视野宏阔，思想深

邃，内涵丰富，是新时代新征程推进

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发

展的科学指南，为我们做好工作指

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的丰富内

涵、重大意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

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坚

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

前进。

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

向奋勇前进，要用心体会总书记对

河北的深情厚爱。河北是习近平

总书记工作过的地方，总书记对这

里充满感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 10 次到河北考察、3 次

到雄安新区考察，极大地激励和鼓

舞了全省 7400 多万干部群众的信

心和斗志。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

部署、亲自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等重大国家战

略和国家大事，给河北发展带来宝

贵机遇。河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发自内心地感恩总书记、感谢党中

央，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我

们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

北的似海深情、如山厚爱，切实把

思想行动统一到“两个确立”的决

定性意义上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凝聚起感恩奋进、团结奋斗的

强大力量。

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

向奋勇前进，要不折不扣推动总书

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地见

效。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

要指示，为做好河北工作提供了最

及时、最有力的重要指导，对河北高

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要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与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结合

起来，与学习贯彻总书记对河北工

作一系列重要指示结合起来，在学

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做到入心入

脑、知行合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奋发进取，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中

闯出新路子，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

展和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中

彰显新担当，在推进全面绿色转型

中实现新突破，在推进深化改革开

放中培育新优势，在推进共同富裕

中展现新作为。

殷殷期许含深情，谆谆教导催

奋进。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

方向奋勇前进，切实把总书记的关

心关怀转化为强大工作动力，撸起

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我们

就一定能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

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河北篇章。

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一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河北日报评论员

农业技术人员在繁种田里查看麦种生长情况。

中捷融媒体中心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