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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地是指以黑色
或暗黑色腐殖质为优势
地表组成物质的土地，由
于富含有机质呈黑色而
得名。黑土仅能形成于
四季分明且温差较大的
温带混交林带，温和的气
候条件有利于大量草本
植物生长，当这些植物死
亡后，残体在土壤中分
解，形成丰富的有机质。
黑土生成时间十分漫长，
每 1 厘米平均需要 200
年至400年。

我省绝大部分黑土地侵蚀沟
是发展型侵蚀沟，治理主要采用工
程措施和植物措施相结合的方法。

沟头部分一般用石头和混凝
土修筑沟头谷坊把沟头固住，防止
侵蚀沟溯源扩展。谷坊迎水面与
地面平行，顺水面修成台阶，阶面
宜长。

沟道治理主要采取石笼谷坊、
雷诺护垫、生态铰接块等防护措
施，可布设柳排护岸，采取沟坡紫
穗槐、沟底灌木柳等植物种植措
施，充分发挥工程措施的速效性和
植物措施的长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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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铁岭市西丰县郜家店镇平原
村，郜兴线在山谷里穿村而过，山坡上
的坡耕地里，不时可见大小深浅不同
的沟壑，宛如道道伤疤，异常扎眼。

“这样的侵蚀沟，是东北地区黑土
区水土流失的突出表现，不仅导致坡
耕地黑土变薄、有机质流失，还会对地
区生态造成破坏。”西丰县水利事务服
务中心副主任康立军说，黑土地是耕
地中的“大熊猫”，而侵蚀沟是西丰黑
土地保护的“头号敌人”。

普查数据显示，西丰县有黑土地
侵蚀沟 5200余条，居全省之首。西丰
县的侵蚀沟治理，既是当地保护黑土
地的形势所需，也为全省黑土区修复

“伤疤”积累了示范经验。今年，当地
对 282 条侵蚀沟实施治理，是过去年
均 30条至 40条治理量的数倍。

“一晚上就丢了几垄地”

西丰县的黑土地侵蚀沟主要集中
在郜家店镇、成平满族乡及德兴满族
乡等西部乡镇，这些地区是典型的山
区地貌，山多地少，坡耕地常常环山而
建，粮食作物以玉米为主。

“对我们农村人来说，黑土地就是
命根子，土地伤了、病了、败了元气，谁
不心痛？”站在村道旁，平原村村民李
大爷指着山谷深处说，前年夏天下了
一场大雨，早上起来一看，自家玉米地
被冲丢了好几垄。

山里的洪水常常来得又急又陡，
庄稼倒伏是小事，最让人担心的是完
整的地块被冲出沟壑，村民很难填土
修复。这种侵蚀沟的出现，常常将土
地“化整为零”，不仅给农户春耕和秋
收的机械化作业带来困难，严重的地
方甚至影响出行。

事实上，当地绝大多数侵蚀沟属
于不稳定型侵蚀沟，随着时间的拉长，
沟壑往往会由浅沟变深沟、小沟变大
沟。侵蚀沟两旁数米之内因土质稳定
性差，很难种植庄稼。

“在没实施治理前，每年因侵蚀沟
损失的黑土地约有三四亩，这对山多
地少、人均耕地只有 2.5 亩的我们村
来说是不小的损失。”郜家店镇富春
村党支部书记高兴利说，有的沟深两
米，完全成为小河道，到了不得不治
的时候。

水土保护专家表示，侵蚀沟是土
地退化最严重的表现形式之一，会严
重威胁区域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目
前，东北黑土区是我国除黄土高原外

沟道侵蚀最严重的区域。侵蚀沟的形
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地形、土壤、
降雨、人为等，但危害是明显的，最直
接的就是耕地表层腐殖土被冲刷，土
层变薄，导致耕地的生产力以及机耕
效率降低。

侵蚀沟治理跑出“加速度”

玉米秋收已经结束，在郜家店镇
平 原 村 达 仁 屯 入 库 编 号 为“141-
21122302347001”的侵蚀沟治理现场，
挖掘机正在挖沟和整理作业面，运输
车将石料、水泥等送进场，工人忙着砌
护坡石笼……

“我们一般是汛期来现场勘察，而
后制定治理方案、预订施工材料，等秋
收结束就正式进场施工，一方面可以
避免损坏地里的庄稼，另一方面也更
容易雇工。”施工方负责人表示，工程
年底前完工，因此施工期只有短短的
3个月，各环节必须衔接紧密。

这样紧张忙碌的施工，正在西丰
县的多个乡镇上演。

由于侵蚀沟所处地形复杂，西丰
县在推进治理时更加注重因地制宜、
一沟一案。康立军说：“比如对两岸土
地侵蚀较重的宽沟，一般要砌石笼护
岸；沟陡的地方会横向砌谷坊，尽可能
降低水势并把泥土沉积下来；有的地
方则使用打柳桩、编柳笼的生态治理
法，来年柳桩会生根发芽，起到固土的
作用。”

在西丰县和隆满族乡忠厚村，4
年前实施的侵蚀沟治理已发挥了功
效：石笼护岸阻止了侵蚀沟扩大；一些
小沟经生态治理，明显变浅变缓，田间
作业道鲜有冲毁的迹象……

“一些坡耕地坡度超过 40 度，虽
然山上植被不错，但深受侵蚀沟之
苦 ：毁 地 、毁 机 耕 道 、毁 过 水 路 。
2020 年实施了侵蚀沟治理，2022 年
汛期大水，周边不少村遭了殃，而我
们的耕地却经受住了考验，老百姓
都非常满意。”忠厚村党支部书记李
杰说。

西丰县位于辽东丘陵最北端，属
长白山脉与松辽平原过渡带,是全域
黑土区，拥有耕地 123.5 万亩。去年，
该县粮食总产量达 38.93 万吨，同时，

“遍地有鹿、山上有蚕、树上有果、林下
有药”的特色产业优势明显，保护黑土
地对粮食稳产保供以及第一产业发展
意义重大。

侵蚀沟治理仍然任重道远

侵蚀沟治理，虽然在技术层面已
经非常成熟，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面
临着诸多困难。

西丰县水利部门人士表示，2017
年至 2020 年，西丰县启动侵蚀沟治
理，受资金等因素影响，当地由水利部
门完成侵蚀沟治理 119 条。当时，沟
均治理投入约 45万元，治理质量与当
前现实需求存在一定的差距。

水土保持专家称，坡耕地坡度偏
大以及竖垄耕作，都是侵蚀沟出现的
不利因素，梯田整地是治理坡耕地侵
蚀沟非常有效的手段，因为泥沙每经
过一级梯田都有浸淀，能起到防止水
土流失的作用。但梯田式整改坡耕
地，会导致土地面积缩减以及影响机
械化作业效率，现实中很难得到土地
使用者的认可。

在侵蚀沟治理过程中，不少治理
单位也遇到了共同的难题：一些侵蚀
沟远离交通干线，材料运距长导致成
本增大；由于治理在秋收之后，大面积
集中施工导致石料等价格上扬，而本
来就短缺的农村劳动力，人工费也出
现明显上涨。

按照国家水土保持区划，我省的
东北黑土区包括沈阳、鞍山、抚顺、本
溪、丹东、铁岭 6市 28个县（市）区，土
地面积为 54373 平方公里，水土流失
面积为 9725.81 平方公里。2023 年，
我省黑土区域内水土流失面积较上一
年度减少 228.17平方公里。

今年，我省下达增发国债东北黑
土区侵蚀沟综合治理任务 4395条，总
投资 19.78 亿元，其中国债资金 15.82
亿元，涉及 7个市 27个县（市）区。截
至 10月 21日，全省累计完成概算投资
7.35亿元。

经过“十三五”期间和今年的专项
行动，西丰县治理侵蚀沟将突破 400
条，但相对于近 5300 条的总存量，治
理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

侵蚀沟是黑土地保护的“头号敌人”，西丰为全省积累了治理示范经验——

“一沟一案”修复黑土地的伤疤
本报记者 胡海林

本报讯 记者张旭报道 10
月 23 日，朝阳市龙城区举行重点
项目集中开工暨浪马高性能绿色
环保节能型轮胎项目开工仪式，8
个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 12.43 亿
元，涵盖橡胶轮胎、装备制造、新能
源、文化旅游等领域。以此次集中
开工仪式为标志，龙城区全面吹响
四季度高质量项目建设的号角，掀
起项目建设的新高潮。

年初以来，朝阳市龙城区牢固
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围绕培育壮
大重点产业集群，强力推进主导产
业延链补链强链，一批大项目、好

项目相继落户。前三季度，全区开
复工项目 130 个，总投资达 228.5
亿元，其中新开工项目 47个，总投
资 70.5亿元；续建项目 83个，总投
资 158亿元。

浪马高性能绿色环保节能型
轮胎项目建成达产后，将新增产能
120 万套，实现产值 14.85 亿元。
届时，浪马轮胎年产能将提升至
520万套，产值将突破 65亿元。该
项目既是推动橡胶轮胎产业向价
值链、供应链高端迈进的典型代
表，更是龙城区坚持高质量项目建
设的又一丰硕成果。

朝阳龙城区
8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10月23日，位于大连长兴岛的恒力重工举
行 8.2 万载重吨散货船（HN2005）命名交付仪
式。新船命名为“BH POWER”，是恒力重工建
造完成的第一艘8.2万载重吨散货船，也是恒力
重工精心打造的第一艘远洋船。

作为远洋航运市场的主流散货船型，该船
总长 229 米，型宽 32.26 米，型深 20.35 米，设计
航速 14 节，入级 ABS 船级社，具有绿色、环保、
节能、安全等特点，是满足国际海事组织 Tier
III和EEDlphase3要求的最新一代船型。

在船舶建造过程中，恒力重工项目团队严
控质量，创新工艺工法，装配最前沿的设备系
统，为船舶安全可靠长周期运行提供保障。同
时，抢抓工期，较合同期提前69天交船。

作为行业新军，恒力重工成立两年来，展现
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截至目前，已开工建造超大
型油船、超大型集装箱船、超大型矿砂船、LR2
油轮等船舶30余艘。 本报记者 侯国政 文

孙鹏伟 摄

恒力重工首制8.2万吨
散货船成功交付

本报讯 10 月 24 日，记者从
丹东市获悉，在近日开幕的第 136
届广交会上，丹东市汽车配件、通
用机械、加工机械和新材料 4个行
业的 17 家企业参展，共同开拓多
元化国际市场。截至记者发稿时，
参展企业达成意向成交额 1267万
美元。

丹东市第一期参展的企业大
部分是汽车配件企业。其中，凤城
的增压器企业占 80%左右。展会
第一天，凤城市华增涡轮增压器有
限公司与来自坦桑尼亚的老客户
达成合作，客户当场预交订金 2.2
万美元，开门红如期而至。

不仅如此，东宁动力、华强机
械、瑞普增压器、时代龙增压器等
企业都拿到了订金。在维护老客
户的同时，各企业还注重开发新市

场，意向订单里出现了南美洲、非
洲、东欧的新客户。

为助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针
对农机产品国内市场趋于饱和、销
售下降趋势明显的现状，丹东市商
务局积极向省商务厅争取，为丹东
市沃尔干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凤城
宏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五龙背耀
宇农林机械有限公司申请了农机
展位，借力展会平台培育新的外贸
增长点。

丹东市商务局充分发挥广交
会平台对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作
用，加大参展企业的遴选力度，重
点推荐规模以上企业参展，助力企
业培育外贸增长点，壮大外贸基本
盘，为全面振兴新突破攻坚之年完
成既定目标蓄势聚能。

李秀瑜 本报记者 王卢莎

广交会上丹东参展企业
意向成交1267万美元

产经视线 SHIXIAN

本报讯 记者许蔚冰报道
10 月 22 日，中国医疗器械创新创
业大赛暨中国药都第二届医疗器
械协同创新发展大会在本溪市举
办，进一步推动医疗器械产业高质
量发展。

此次大会以“培育新质生产
力，共辟发展新赛道”为主题，由省
药监局、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卫
健委、省医保局共同指导，国家医
疗器械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医疗器
械创新网、本溪高新区主办。大会
聚焦医疗器械领域的前沿技术和
创新成果，促进产学研用等深度合
作，共同探索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的
新路径、新模式。

近年来，本溪市扎实推进产业
结构调整，举全市之力支持本溪高

新区生物医药建设发展。本溪高
新区成为国内唯一同时拥有8个国
家级高端品牌的医药产业园区，是
我省22个产业集群中唯一集研发、
中试、生产、销售等于一体的专业
化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园区。截至
目前，已建成 10万平方米创新园、
创业园和30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
构建 1 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1个省级重点实验室、3个省级
以上技术转移示范机构、2个省级
中试平台、16个省级技术创新中心
和 8个公共服务平台，沈阳药科大
学等6所医药高校全方位融入本溪
高新区建设，成立11个省级典型实
质性产学研联盟，科技创新生态体
系逐步完善，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代
表的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

中国医疗器械创新创业大赛
在本溪举办

“今年我们种的是高油酸花
生，产量高不说，售价也高出不少，
每亩地至少能多赚 200 元！”连日
来，在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老
河土镇东老河土村，500亩高油酸
花生正在进行机械化采收，种植大
户张长宝谈及自家花生，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

伴随着花生收获机往来作业，
沾着新鲜泥土的花生破土而出。
剥开外壳，饱满的果仁吃起来鲜甜
脆嫩。据张长宝介绍，高油酸花生
油的油酸含量高达 75%以上，远超
普通花生，具有抗氧化、病害少、产
量高、耐储存等优势，因此经济价
值更高。去年，他初次尝试种植高
油酸花生，便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

益。今年，他将种植面积扩大至
800亩，还带动了不少种植户一同
种植。眼下，高油酸花生喜获丰
收。得益于今年更加适宜的气候
条件，产量较去年有所提升。

老河土镇花生种植历史悠
久, 全镇花生种植面积稳定在 12
万亩左右，占总耕地面积的 80%，
所产花生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
低、无黄曲霉素、口感香脆，每年都
吸引外地收购商蜂拥而至。

“花生早就被青岛的一家大型
食品加工企业预订了，价格也比一
般品种的花生高。”张长宝兴奋地
表示，来年，他计划再扩大高油酸
花生种植面积，带动更多种植户稳
产增收。

“种高油酸花生
每亩地至少多赚200元”
本报记者 田 甜

深秋时节，在盖州市高屯镇的田
野里，处处是葫芦丰收的景象。农户
忙着采收葫芦，加工成葫芦条等产品。

高屯镇生产的葫芦条是无公
害绿色食品，早在1988年，高屯镇

就成为葫芦条生产基地。目前，高
屯镇已形成种植、加工、生产、销
售、出口创汇的产业化格局，全镇
很多农民因葫芦走上了致富路。

包爱霞 摄

葫芦深加工富了高屯镇

10月 23日，在营口大石桥市虎庄
镇三村，建设中的一排排标准化白羽
肉鸡养殖大棚向阳而立，施工已进入
收尾阶段。“我们养殖基地的 44 栋鸡
舍于今年5月开建，因为有了营口和大
石桥两级政府的扶持，预计 12月就能
建成投入使用。”营口耘垦家禽饲养有
限公司经理王星光欣喜地说。

营口耘垦家禽饲养有限公司隶
属于沈阳耘垦牧业（集团）有限公
司。今年，沈阳耘垦集团投资 3 亿
元，在虎庄镇三村及后林子村建设
12.1 万平方米鸡舍。这个项目是亚

洲单体最大的养殖小区，智能化程度
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一名饲养员可以
饲养 5 万只白羽肉鸡。项目达产后，
年产值可达 6.2 亿元，拉动上下游产
业 2000人就业。

这是沈阳耘垦集团在营口布局
家禽饲养全产业链的浓重一笔。此
前，沈阳耘垦集团成立营口耘垦牧业
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 5.3亿元，年屠
宰肉鸡 8000 万羽，于 2021 年投产运
营。基于战略布局考虑，从去年 9 月
至今，沈阳耘垦集团在营口重点推进
营口耘垦牧业鸡肉深加工数字化生

产线、智能饲料加工、肉鸡智慧农场
养殖基地和冷链仓储 4 个项目，达产
后将实现集种鸡饲养、饲料生产、肉
鸡屠宰、食品加工、物流配送于一体
的全产业链条，营口也将成为沈阳耘
垦集团在我省投资布局最大的全产
业链城市。

沈阳耘垦集团在营口连续追加投
资，得益于营口、大石桥两级政府相关
部门为企业发展创造的良好环境。“在
办理施工许可、指导规范产品出口标
准、落实固贷贴息、科技创新再贷款、
重大项目融资等方面，各部门都最大
限度地给予我们方便。”沈阳耘垦集团
副总裁王欣荣说。

王欣荣指着窗外不远处建设中的
冷链仓储项目工地告诉记者，按照企

业规划，项目要在明年 1月竣工，建设
工期十分紧张，如不能在上冻前完成
土建工程，将至少影响项目进度三四
个月的时间。

为帮助项目早日竣工达产，大石
桥市行政审批局、自然资源局、住建局
等相关部门通力配合，共同指导企业
完成了项目相关手续前置件的准备工
作，既缩短了审批时间，又提升了企业
办理手续的速度。企业在《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完成后一
周内，即完成了相关手续的审批办理
工作，项目顺利开工。

据统计，目前，沈阳耘垦集团在营
口区域总投资 10.3亿元，达产后将实
现年产值 66亿元、年利税 2.3亿元，可
直接安排就业 3500人。

良好的营商环境引来沈阳耘垦集团在营口布局家禽饲养全产业链——

企业连续追加投资 一年新开4个项目
本报记者 徐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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