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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含盐量从 4‰降到 2‰，有
机质平均含量从每千克 18.5 克增加
到 21.5克，重度滩涂盐碱地复垦后作
物亩产达 700公斤以上，土壤结构得
以改善，地力显著提升……日前，省
农业科学院盐碱地所的研究人员通
过对盘锦滨海滩涂盐碱地取样监测，
发现省农科院联合盘锦市辽东湾新
区国营二界沟农场自 2014年起进行
的盐碱地治理改良工作取得实质性
成果。核心示范区 7000 余亩土地
上，“盐丰 47”“盐粳 939”和“盐粳
927”等水稻品种不仅长势良好，而且
产量连年提升。昔日的“不毛之地”，
已成为今天的“鱼米之乡”。

仓廪实，天下安。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的根本在耕地。我省有 1360万
亩盐碱地，分布在沿海或低洼平原地
区，其中以滨海盐碱地为主，主要在
盘锦、营口、锦州、大连、丹东等地，整
体土壤盐分含量高，土壤溶液浓度过
大，根细胞很难吸水甚至失水，非常
影响作物生长。在全方位夯实粮食
安全根基的当下，开展盐碱地改良科
学研究、技术示范、开发利用等，相当
于给耕地扩容，意义重大。

省农科院盐碱地所自 1958年成
立以来，针对滨海盐碱地特性，开展
了水利工程规划建设、土壤改良和盐
碱地稻作研究。经过 60余年的治理
改良，在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下，全省

盐碱地开发面积约为 700万亩，占盐
碱地总面积的 50%以上。

我们一起来看看，盐碱地是如何
变身为丰收田的。

贫瘠盐田变良田

隆冬时节，天寒地冻，但提起脚
下盐碱地的变化和 2022年的粮食产
量，盘锦市辽东湾新区国营二界沟农
场场长索子龙顿时兴奋起来。

“我们这儿是辽河入海口，海
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洗刷，形
成了土壤瘠薄、满目荒凉、草木难
生的滩涂盐碱地。”索子龙说，以前
从未对这片盐碱地能多打粮抱有
希望，直到 2014 年，在省农科院盐
碱地所的大力支持下，对农场 7000
余亩盐碱地进行大改造，才改变了
最初的想法。

“盐碱地所坐落于盘锦市，主要
职责是负责盐碱地改良和利用的研
究工作。”省农科院盐碱地所副所长
于亚辉说，他们针对全省盐碱地的形
成和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修复治理
技术创新与应用。

滨海滩涂的盐分主要来源于海
水倒灌、潮汐侵蚀，遵循着“盐随水
来，水随气散，气散盐存”的自然规
律，千百年来形成了荒芜的盐碱地。
改良利用这片盐碱地主要就是平整

土地、灌溉压盐洗盐排盐、培肥地力、
种植水稻等。

我省集成创新了“盐碱地水循环
田沟塘尾水回灌循环利用技术”“深
松耕作破板除盐技术”“秸秆翻埋隔
层压盐农机农艺配套增施有机肥技
术”等修复治理技术，在盘锦、营口等
滨海地区累计推广 300余万亩，将土
壤的平均 pH 值由 8.55 降低到 7.32，
平均含盐量从 4‰降低到 2‰，有机
质平均含量从每千克 18.5 克增加到
21.5克。

改良后的土地，土壤结构和肥力
显著提升，有助于水稻根系及整体植
株的生长发育，为高产优质水稻种植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良种良法创高产

盘锦市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
产基地，是我省主要的盐碱地稻区。
作为退海冲积平原，盘锦的土壤是特
有的偏碱性土壤，富含磷、钾等有益
物质，矿化度高。这种特殊的土壤条
件，对优质稻米的培育发挥了极其重
要的作用。

如何用好这片特殊的土壤，省农
科院盐碱地所下了一番功夫——构
建了以耐盐氮高效水稻品种为基础，
秸秆还田、控氮施肥为主体技术的

“水稻耐盐控氮秸秆还田丰产栽培技

术模式”，制定发布了全省地方标准
《水稻抗逆增效栽培技术规范》，研发
了“秋季打浆秸秆还田+耐盐氮高效
品种+减氮增施有机肥+病虫害绿色
防控+全程机械化”技术模式……通
过良法的集成和应用，取得了显著的
社会、经济效益。目前，该技术在盘
锦、营口等市周边辐射推广 130万亩
土地，水稻增产 8%。

不但制定良法，省农科院盐碱地
所还培育良种。

“2022 年水稻获得大丰收，亩产
从最初的 400 公斤提升到 700 公斤。
多亏了种植省农科院盐碱地所优质
高食味新品种‘盐粳 939’和‘盐粳
927’，在保证高产的同时，稻米食味
和外观品质大幅度提高，稻谷的单价
也显著提升。”索子龙说。

近年来，省农科院盐碱地所持续
强化耐盐碱水稻品种的选育与推广，
利用常规杂交、单倍体育种、分子标
记辅助育种等技术手段，开展新品种
选育工作，共育成耐盐碱水稻品种
59 个，其中“盐粳 219”“盐粳 927”等
品种可在含盐量 3‰至 5‰的盐碱地
种植，食味优良且具备高产稳产特
性。“盐粳 219”食味值高达 87 分，可
媲美日本优质食味品种“越光”。相
关耐盐碱品种在滨海稻区域的覆盖
率达 80%以上，累计推广面积 2000
余万亩，创经济效益 150余亿元。

60余年，我省治理盐碱地700万亩
本报记者 李 越

1 月 3 日，记者在铁岭市昌图县
的各大市场、超市看到，商品品种齐
全、货源充足、价格平稳，前来采购的
市民络绎不绝，处处洋溢着欢乐喜庆
的气氛。

本报特约记者 关 兴 摄

新春市场
购销两旺

本报讯 1 月 3 日，记者从大连
高新区获悉，近日，省科技厅公布

“2022 年辽宁省雏鹰瞪羚独角兽企
业”名单，在 2022 年全省认定的 4 家
潜在独角兽企业中，大连高新区占据
两席。此外，大连高新区还有 19 家
企业被认定为瞪羚企业。至此，大连
高新区独角兽类企业累计达 8家，数
量继续保持大连市领先地位；瞪羚企
业累计达 76家。

2022 年度被认定为潜在独角兽
企业的是润新微电子（大连）有限公司
和微神马科技（大连）有限公司。润新
微电子（大连）有限公司是华润微电子
旗下专注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和电子元
器件技术开发及产品应用的半导体高
新技术企业。该企业是目前国内唯一

推出全功率系列产品的 IDM半导体
企业，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微神
马科技（大连）有限公司是一家立足产
业数字化服务领域、专注数字技术及
解决方案研发与创新的高新技术企
业，目前拥有应用于数字技术及解决
方案服务领域的近百项自主知识产
权，在技术服务能力和信息安全管理
水平上达到国家标准。

2022 年，大连高新区高度重视
科技企业培育工作，主动为企业送政
策、出实招、解难题。挖掘企业潜力，
激发企业活力，通过加大对各类科技
企业培育库建设，助力科技型企业加
速成长，为大连高新区“又高又新”高
质量发展再添新动能。

孙 熳 本报记者 杨丽娟

大连高新区
独角兽类企业累计达8家

产经视线 SHIXIAN

年终岁首，记者走进鞍钢股份能
源集控中心集控大厅，只见 5块监控
屏幕上数字闪烁、线条流动、网格密
集。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鞍山本部基
地下属各分厂能源数据信息从四面
八方汇聚于此，经过数据加工分析后
转变成有效信息，成为支撑能源系统
智慧决策的重要依据，从根本上破解
了企业能源成本高、能源精细化管理
程度低的难题。

“这就是我们入选工信部 2022
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
展试点示范名单项目涉及的一项解
决方案的应用场景，仅这项方案，每

年就可创效 8000万元。”鞍钢集团信
息产业有限公司信息化事业部技术
支持业务部经理王里程说。

让王里程引以为傲的这个项目，
指的是鞍钢集团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自主研发的精钢工业互联网平台项
目。该项目在生产端设备上安装摄
像、声呐、废气分析等仪器，采集包括
电机转数、设备温度等在内的各种数
据，再实时将数据上传到云平台对其
进行汇总分析，平台将汇总分析后产
生的优化指令反馈给生产端，以“数
据+平台+应用”的信息化发展新模
式，助力企业实现从流程驱动向数据

驱动转型升级。
“高炉、转炉、炼焦生产过程中产

生的煤气是轧钢、炼钢等生产所需的
重要能源之一。然而，如果供给端产
生的煤气过多，需求端无法完全利
用，会造成煤气浪费；反之，若供给端
产生的煤气量过少，满足不了需求端
的使用量，则会影响需求端的正常生
产。”王里程以能源集控中心的煤气
能源优化为例进行解释。

该解决方案应用场景在提升煤
气供需平衡能力的过程中，平台会依
托收集到的各种生产数据提前分析
出需求端 4 个小时所需煤气的供应

量，然后依托后台建立的能耗优化模
型，将相关优化生产建议反馈到煤气
供给端，起到降低能源损失并稳定生
产的作用。

目前，精钢工业互联网平台共服
务企业 135 家，提供解决方案 62 项，
连接工业设备 47192 台。“我们将迭
代升级精钢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以
智慧能源、智慧安防、无人行车等为
代表的产品体系，并全面提供智能制
造、智慧运营、智慧管理等企业数字
化转型整体解决方案，不断用新一代
信息技术为鞍钢数字化转型注入新
动能。”王里程说。

一项解决方案年创效8000万元
本报记者 刘家伟

本报讯 2022 年 12 月 30 日 ，
“甜莓小康、醉美东港”2022丹东·东
港第四届网络草莓文化节开幕。本
届网络草莓文化节的主题是“百年
产业·百亿产值”，旨在进一步提升
东港草莓品牌的影响力，拓宽销售
渠道，塑造东港草莓文化节节庆品
牌形象。

历经多年的精心培育，东港草莓
现已发展成为占地面积 20.1万亩、年
产量 31.6 万吨、品牌价值超 77.5 亿
元、鲜果销售遍及全国、加工制品走

向世界的特色农业品牌，成功带动近
10 万名农民、近百家企业就业增
收。2022 年，“东港草莓”成功入选
国家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东港
草莓创新营销模式”被农业农村部评
为农业品牌创新发展典型案例；“东
港草莓文化节”入选全国 100个丰收
节庆特色活动。

文化节期间，当地开展了“东港
草莓”十大优质种植基地授牌、“莓后
争霸赛”好吃草莓评选等活动。

孔丽娜 本报记者 蔡晓华

东港举办网络草莓文化节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新
年伊始，从辽阳市文圣区传来好消
息：河东新城河西片区城市更新建设
项目成功从省农发行提取贷款，这是
我省继沈阳、大连之后获批的又一个
城市更新项目，开省内一二线城市之
外获批此类项目的先河。

项目位于辽阳市太子河城市段
左岸，总面积 224.58 公顷，总投资额
26.51 亿元。项目以“两轴、三带、两

廊道，三心、七点、五片区”为规划空
间布局，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汉魏壁画
墓遗址公园及城墙遗址公园修建、老
旧小区改造、九年一贯制学校及幼儿
园建设、保障房建设、市政道路及管
网等基础配套工程。项目分三期建
设，其中一期用地120.8公顷，工程估
算投资 10.48 亿元，将提升改造老旧
小区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新建9栋、
9.79万平方米保障性住房。

辽阳首个城市更新项目
落户文圣区

核心
提示

筑一条城乡景观路 绘一幅乡村振兴图
——“北票绿道”建设侧记

民生需求之路
“建设一条贯穿城乡的高标准休

闲之路，打造一条绿色景观之路，打造
一条‘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融合
之路，打造一条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和
乡村振兴之路。”

这是“北票绿道”建设之初，北票
市定下的目标。

2021年，北票市委、市政府把“建
设南八家子乡红村经白石水库到大黑
山的慢行休闲路、旅游景观路，打通北
票全域旅游各个节点”作为北票市一项
重要工作任务。一期工程于2021年6
月开始规划建设，同年10月1日竣工投
运，负责实施建设的北票市交通部门按
照国家、省、市交通运输工作部署和要
求，坚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高标准规
划设计，本着“好中选好、优中选优”的
原则，新建段路面宽6米，为四级路标
准，用黑色和彩色沥青铺设路面。

北票市提出，“北票绿道”必须满足

民生需求，把最好的城市空间留给市民。
2022 年 4 月，北票市成立了“北

票绿道建设专班”，进行续建工程，明
确了责任领导和责任分工。续建工
程主要包括新建绿道、骑行路彩色路
面喷涂及标志标识，沿途乡镇的美丽
乡村、古村落、两侧绿化、驿站建设；
沿途各乡镇推进采摘园、观光园、绿
色农场建设工作；沿途各乡镇发展民
俗民宿，维修历史遗迹、红色文化景
点和人文历史景点，修建小型停车
场；沿途各乡镇落实亮化工程和绿道
边沟、护坡整修等工程。

打通这条城市“绿色动脉”并不
容易，拓宽路基、迁移铁选厂破碎站、
迁移尾矿库、迁移电力线杆……回忆
起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棘手问题，用建
设者的话来说，绿道建设需要责任担
当，还得有“愚公精神”。

绿色健康之路
北票市在绿道两侧的生态建设

体系方面，坚持以本土植物恢复潜在
植被原则，既遵循现状配置天然，又
突出分段打造特色主题，体现了多彩
景致、一路缤纷、四季赏景的生态景
观。其中，慕容大桥至白石水库段设
计为春谷花林景区；库区到湿地公园
段设计为花田湿地景区；周家店至炮
守营段设计为红林旅游景区；炮守营
至大黑山段设计为山林野趣景区。

贯穿城市的“绿色动脉”，构建起

的是一个健康、多元、互通、易达的都
市休闲网络。因为有了随处可见的
绿意，城市变得更加可亲可爱。

“北票绿道”带给了北票市民新
的生活方式，丰富了群众业余文化生
活，方便市民健身运动、休闲旅游，提
升了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自“北
票绿道”建成投入使用以来，“北票骑
迹运动自行车协会”118名会员已经组
织多次分组（30人组、10人组、7人组）

比赛；北票半程马拉松协会会员自发
组织比赛两次；每天早晚在“北票绿
道”城区滨河路沿线路段锻炼、休闲散
步的居民多达1.2万余人次。

青绿之间，成千上万的人或用单
车或用脚步丈量城市绿脉，感受城市
的绿色肌理。

文明幸福之路
“北票城市很美，民风淳朴，在这

里居住很幸福。”随着“北票绿道”工
程竣工投运，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城
市的变化，发出这样的感慨。

“北票绿道”在助力北票经济高质
量发展，补齐文明城市创建短板，助推
乡村振兴等方面作用十分明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道是
一条致富奔小康之路。“北票绿道”连接
了城市和乡村，为发展特色产业和推动
乡村振兴提供了便利条件。2022年，
这条道路已带动沿线现代化农业产业
园10个、采摘点20余个、特色村15个，

为乡村产业振兴和百姓致富创造出新
的经济增长点。

“北票绿道”沿线与明长城主题
公园建设形成长城公园连接线，带动
沿途及周边乡镇的特色旅游，有力拉
动了北票境内旅游业融合发展。

路在林间走，人在画中游。“北票
绿道”形成了一条田园综合体景观长
廊。通过全面施行农村公路四级“路
长制”，把“北票绿道”打造成了全朝
阳乃至全辽西“四好农村路”高标准
示范路，真正实现了“山、水、林、田、
路”综合治理。

随着北票市积极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北票绿道”让城市基础设施更
加完善、群众出行更加便捷，让城市
更有品位，同时，也有利于补齐文明
城市创建短板。全长75公里的“北票
绿道”，已成了串联起城乡自然山水
人文、服务百姓休闲娱乐健身、展现
魅力北票的一张新名片。

李红霞 梁崇岳

“建设一条贯穿城乡的高标准休闲之路，打造一条绿
色景观之路。”2021年，北票市在省交通运输厅和朝阳市
交通运输局的大力支持下，建设起一条长达75公里的“北
票绿道”。该绿道南起驼山子大桥，北至大黑山管理区，沿

途经过南八家、凉水河、台吉、五间房、东官营5个乡镇。2022年6
月，“北票绿道”被省交通运输厅推荐申报全国“最美农村路”。

如今，沿着“北票绿道”行走，绿地林地、湿地公园、河湖水库、历
史景点、传统村落等浑然天成。一条“绿色动脉”，为市民的高品质生
活筑起绿色走廊。

隆冬时节，走进铁岭市西丰县房
木镇德隆村宁远屯的一间厂房内，忙
碌的气息扑面而来，几十名村民围坐
在一起，熟练地用刀划开手中的蚕茧，
将蚕蛹从茧壳内取出。几名工人快速
称重、装盒，不一会儿装满了蚕蛹的小
盒就摆满了桌面。

“在家门口割蚕蛹，一天最多能收
入 200 多元，这得感谢俺们村的大学
生迟月，多亏了她把蚕蛹卖到了网
上。”村民王敏说，迟月是一名“95后”
大学生，也是宁远屯第一个打通了蚕
蛹线上销路的人。

记者见到迟月的时候，她正在
车间忙碌。“这些是今天第一批货
物，共计 7000 盒，一会儿会有专车来
取货。”清点完货品，她仔细地和工
人交代。

柞蚕产业是西丰县农业的支柱产
业，以此为生的农民数以万计。迟月
是土生土长的宁远屯人，她发现老一
辈养蚕大多用的是老办法，传统人工
控温，销售以批发为主，虽然每年都忙
个不停，但是效益并不高。

“眼下，线上销售已成趋势，蚕蛹
销售是否也能跟上潮流呢？”迟月一边
读书一边琢磨改变现状的办法。

大学期间，迟月学习的是物流管
理专业，一次偶然机会，她得知一家知
名电商平台在辽宁寻找优质的农产品
供货商。

迟月等年轻人争取来了农产品
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与村民一同
搭建起“组装式蚕蛹冷藏库”。冷库
安装了风冷冷凝器、数显温度计等设
备，对蚕蛹智能控温。“这个新装备，
大 大 提 高 了 我 们 获 得 红 皮 蚕 蛹 的
概率，还可以使蚕蛹表壳变硬，更适
合长途运输。”在迟月等人的努力
下，宁远屯争取到了第一个线上合
作项目。

线上项目一开通，订单便纷至沓
来。“当月，我们村的蚕蛹就在东北三
省卖火了，日接订单上万盒。”迟月介
绍，打开蚕蛹线上销路后，第一个半年
销售期共售出蚕蛹30万斤，销售额达
900余万元。

线上销路的打通，让宁远屯热闹
起来。寒冷的冬季，加工点内，村民
你争我赶，墙上的“割蛹成绩单”不断
被刷新。“作为村里的年轻人，我们要
不断努力，争取打通更多的销售渠
道，带领更多村民增收致富。”迟月笑
着说。

蚕蛹线上销 农民收入高
本报记者 王晓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