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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时节，田野里芒硝似雪，几个

身影点缀其间。

零下 10 多摄氏度的内蒙古五原县

重度盐碱地上，李玉义与同事们正忙着

取土样、辨土壤。作为中国农业科学院

盐碱地改良创新团队（以下简称“改良

团队”）首席科学家，他与团队只有一个

目标——让这片地处河套灌区的土地

重获生机。

盐分大、植被稀、分布广，重度盐

碱地一直是我国土地治理中最难啃的

“硬骨头”。10 多年来，改良团队的脚

步遍布内蒙古、山东、黑龙江等地，他

们不断探索改良新模式，用科技“唤

醒”盐碱地，让荒野披上绿装、焕发活

力、成为粮仓。

“上膜下秸”阻断盐碱

“满眼一片白茫茫，寸草不生碱圪

梁。”2010 年，李玉义初次踏上五原县

重度盐碱地时，眼前的景象让他目瞪

口呆。

彼时，五原县内有近 100 万亩次生

盐碱地，占全县总耕地面积超过 50%，

另有 100万亩盐碱荒地无人问津。

这一切的成因是什么？时任改良

团队负责人、研究员逄焕成解释道，位

于黄河“几字弯”北岸的五原县，降水

少、蒸发强，常年采用黄河水过量灌溉，

导致地下水位不断抬高，底层土壤中盐

分随之上移，水分蒸发后，在地表累积

出厚厚盐层。

要想阻断盐碱，首先要摸清土壤

状况。

“当时大家早出晚归，采土样、做

检测，甚至尝盐碱，有同事因此连着几

天腹泻不止。”李玉义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仅一年时间，改良团队就在 20 余

亩 盐 碱 地 上 取 样 4000 多 份 ，化 验

16000 余次。

“过去，人们多用大水冲洗和覆盖

地膜等方法来治理盐碱，但效果总是反

反复复。”改良团队顾问、研究员魏由庆

说，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利用好地

膜抑制地表盐分、锁住水分的同时，必

须设法阻断地下盐分上行。”

改良团队开始寻找经济适用的阻

断材料。在日复一日的寻找与试验中，

大家注意到了农民废弃在田间地头的

秸秆。

“能否利用这些秸秆在土壤中形成

一个隔层，打破盐分上行通道——毛管

水的连续性？”逄焕成与大家讨论，这就

好比在地下设一道“绊马索”，让盐分无

法跑上来。

通过多次试验，改良团队发现，将

秸秆切碎至 5—15 厘米长，然后翻埋平

铺至地下 30—40 厘米深处，效果最佳，

可有效破坏毛管水的连续性。

“实施地下铺设秸秆、地表覆盖地

膜这种原创的‘上膜下秸’技术后，盐

碱地 0—30 厘米土层含盐量平均降低

36.23%，保苗率提高 46.7%，作物增产

30.5%，效果非常突出。”李玉义介绍，

改良团队终于找到了适合当地盐碱地

的改良模式，成为村民们最信任的“斩

盐者”。

“精准调控”改良循环

“别说三个博士，三个神仙来，也白

瞎！”黄河“几字弯”南岸的内蒙古达拉

特旗田埂上，村民们看着远道而来的李

玉义一行，互相撇了撇嘴。

与五原县相似，达拉特旗同样因为

过量灌溉，造成地下盐分上行，在地表

积聚。而雪上加霜的是，这里的排水条

件更差，导致盐碱化程度更重。

“要啃就啃最硬的骨头，只有这样

才能改良好这块土地。”李玉义告诉记

者，他们毫不犹豫地选了一块盐碱化最

严重的地块作为试验田。

怎么改？大家争论不休。有人提

议采用灌溉技术，有人建议引入耐盐

作物。

经过数次头脑风暴后，改良团队采

纳了滴灌专家李晓彬的提议——从研

究新型滴灌技术入手，快速创建作物根

层适宜生境。

“试验田内的高盐环境让微生物难

以存活，土壤养分循环受阻，地上的植

物如同‘小老头树’。”李晓彬说，“如果

找到合适的滴灌方案，就可以改善作物

根系周边的微循环，为其创造一个相对

适宜的生长环境。”

方案确定后，李晓彬带着几位硕

士、博士一头扎进这片“光板地”，一扎

就是一个多月。

考虑到试验田入渗能力差、排水

难、地力贫瘠等诸多问题，改良团队将

研究重点放在找准滴灌系统调控参数

和快速改良地力上。

“滴头流量既不能太大，又不能太

小，必须找到与土壤入渗性能相匹配且

能高效淋洗盐分的流量值，以及合适的

滴头间距。滴灌时，还需同时添加适宜

的水溶性肥料和制剂产品注入根层，让

土壤性能快速提升。”李晓彬介绍道。

没有捷径可循，只能通过实地调

查、田间预试验、模拟分析，去寻找合适

的调控参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历经无

数次尝试，改良团队最终找到一个个参

数值，实现了对滴灌系统的精准调控。

经过精准的水盐调控和水肥调理

剂一体化滴灌，原本只能撂荒的重度

盐碱地上，向日葵出苗率高达 95%以

上。改良团队成功破解了“水资源约

束条件下，重度盐碱地多障碍消减与

产能快速提升的水盐肥剂耦合精准调

控”这一难题。

“分割台田”减盐排盐

“10 多万亩盐碱滩遍布全镇，仿佛

来到了一片孤寂之地。”2022年，改良团

队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德州盐碱土改

良实验站副研究员温延臣跟随李玉义

来到德州市乐陵市铁营镇时，心情跌到

了谷底。

“这里的盐碱地地势低洼，许多地

方就像一只巨大的碗，四周高、中间低，

雨水和地下水带着盐分汇聚于此，无法

排出。”温延臣告诉记者，最麻烦的是，

这里的地下水位只有半米左右，甚至用

铁锹都能挖到浅水层。

初遇这种情况，改良团队一时无从

下手。

“智慧往往来源于群众，大家在与

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找到

了灵感。”李玉义回忆道，他们发现当地

农村一种特有的现象——村民们会故

意将耕地抬高，形成高低错落的田地。

耕地抬高后，相当于降低了地下水

位，有效减少了地表盐分的聚积。

改良团队借鉴这一做法，设立了 20

多块试验田，分别针对不同的土壤类型

和地下水埋深，采用不同的台田宽度和

高度进行同步试验。他们决心找出一

套既能达到调控效果，又能最大程度减

少耕地占用的台田技术参数。

试验过程中，改良团队不断优化

技术与方案，先后研究出“台田+生物

质隔层”组合控盐新技术，以及将台田

形成的洼地改造成排盐沟或灌溉渠的

方案。

通过对这些田块试验数据的反复

对比，改良团队最终确定了一条“黄金

分割线”。温延臣举例说：“比如一片长

50米的田块，我们将其分割成宽窄两部

分，窄边 15 米长，宽边 35 米长。然后，

将窄边的土堆到宽边上形成台田，再将

窄边挖成排盐沟或灌溉渠串联通向主

干渠，实现一举两得。”

在找到最佳台田方案的同时，改良

团队还筛选出适合当地种植的小麦、玉

米等品种。通过分割台田、疏通沟渠、

选育良种，这片土地上的盐碱正在褪

去，土壤持续“提质”，土地不断“增粮”。

“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对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守住耕地红线、端牢中国

饭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李玉义坚定

地说，“未来，我们将继续努力，通过科

技创新，将那些被称为‘不毛之地’的重

度盐碱地，变成丰收的沃野，为筑牢‘大

国粮仓’增添新的力量！”

“ 要 啃 就 啃 最 硬 的 骨 头 ”
——中国农业科学院盐碱地改良创新团队攻关纪实

◎本报记者 马爱平

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之

后，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潍柴”）董事长，内燃机与动力系统全国

重点实验室主任谭旭光又马不停蹄地投

入到了繁忙的工作中。他组织召开集团

2024年度科技创新奖励大会，提出大力

弘扬工程师精神；专题点评全球各子公

司业务，进行前瞻布局；调研国内各地业

务板块，再提创新与服务……

专注、投入、忙碌是他的常态，更是

他以实际行动作出的对“国家卓越工程

师”内涵的诠释。

“‘国家卓越工程师’的荣誉是对我

过去工作的一个肯定。”近日，在接受科

技日报记者专访时，谭旭光说，“在工程

师这个岗位上，我会一直继续干下去；

不仅自己要干好，更要带好下一代工程

师，让他们沉住气，静下心，干成事。”

一个产品，一个企业，
干了一辈子

在潍柴，谭旭光从搞柴油机试验

干起，37 岁担任企业“一把手”，一步

一个脚印，至今，从事内燃机与动力

系统技术创新和工程管理工作已逾

47 载。

他醉心科研，带领团队将柴油机本

体热效率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 38%提升

到 50.23%、51.09%、52.28%，连续 3 次创

造世界纪录，被国际权威检测机构德国

南德意志集团誉为“在全球发动机行业

处于最先进的水平”，让全世界同行都

竖起了大拇指。

他以第一完成人身份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奖一等奖，拿下 15 项省部级以

上科技奖励。而作为科技型企业家，他

将科技创新植入潍柴的 DNA，让一个

濒临破产的企业起死回生，创造了 3100

亿元营收，成为国企改革的标杆、心无

旁骛攻主业的典范。

“一个产品，一个企业，干了一辈

子。”这句话精准概括了谭旭光的事业

和追求。

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从“引进

消化吸收再提升”的斯太尔发动机开

始，谭旭光为自己和同事们树立了一个

远大目标——“能不能做世界顶级的发

动机公司？”

理想远大，挑战如影随形。

从 最 初 的 机 械 传 动 到 时 兴 的 电

子控制，再到如今的新能源，新技术

在演进中的“路线之问”考验着决策

者的判断力。谭旭光深知：很多跨国

公司正是因为技术判断失误而一蹶

不振。

采访中，记者听到一个故事。

（下转第三版）

做好中国“动力芯”，让世界都竖大拇指
——记“国家卓越工程师”谭旭光

◎本报记者 王延斌

国家工程师

新华社北京 2 月 22 日电 2 月 2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刚果（布）总统萨

苏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60周年。

习 近 平 指 出 ，中 刚 友 好 历 久 弥

坚。建交 60 年来，任凭国际形势风云

变幻，两国始终真诚合作、携手发展，

成为政治上彼此信赖的好朋友，经济

上合作共赢的好伙伴。近年来，两国

交往频繁，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

作稳步前进，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

在的福祉，是中非友好合作精神的生

动写照。我高度重视中刚关系发展，

愿同萨苏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

60 周年为新起点，不断丰富中刚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携手构建高

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萨苏表示，刚中建交 60 年来，两国

人民始终团结友好，秉持对和平、公正

和繁荣的共同追求，推动刚中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快速发展。双方在相互

信任、互利共赢基础上开展了广泛合

作，成果丰硕。我愿进一步巩固深化刚

中友好合作关系，为推动构建高水平中

非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同刚果（布）总统萨苏
就中刚建交60周年互致贺电

“我关注产业工人转型，关注工匠精神弘扬，

关注城市更新发展和质量强国建设。这些年，我

提出了多条建议。我欣喜地看到，党和政府陆续

出台了一系列切实的举措。”2月 22日，湖南长沙，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总

承包公司项目质量总监邹彬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达了他多年的执念——三个“关注”。

2018 年，22 岁的邹彬当选第十三届全国人大

代表。他既是当时湖南最年轻的全国人大代表，

也是唯一的“95 后”代表。2023 年，邹彬连任第十

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从初为代表的生涩，到如今履职的从容，邹彬

经历了 6 年的成长。6 年里，邹彬跑遍全国各地，

就如何充分发挥建筑产业工人的积极性、创新性

和创造力开展持续调研。“我来自农民工群体，了

解他们的处境、诉求。”他说。

以“农民工”为出发点，结合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的“弘扬工匠精神”，邹彬从身边工友开始着手

调研。他发现，建筑业用工流动性大，工友普遍缺

乏提升技能的平台和渠道。

“国家提倡工匠精神，对技能人才越来越重

视，这对我们建筑工人来说是契机。农民工群体

完全可以借助国家政策‘东风’，转型为新时代建

筑行业的产业工人！”邹彬说。2018 年，履职不久

的他，提出了《关于关注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群体

的建议》。

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长沙主持

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邹彬向习近平总书记面对

面汇报，提出了推动农民工转型为新型建筑产业

工人的建议。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邹彬提交了《关于进一

步服务产业工人转型、弘扬工匠精神、推动质量强

国建设的建议》。

“我的坚持很有意义。”谈及履职，邹彬很感

触，“6年来，我提交了 10多份建议，都得到了相关

部门书面回复。”

让他感受最深的，是关于产业工人转型的建

议。邹彬认识了一个辍学打工两年后重返学校的

男孩。那两年，男孩因无一技之长，只能从事简单

重复的工作，男孩迫切希望通过学习改变自己。

此后，邹彬根据调研提出了关于落实国有企业办职业院校相关举措的建

议。2023年底，以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高级技工学校为基础的湖南科技工程技

师学院正式获批筹设。

这些举措，改变了我国产业工人的技能状态。邹彬记得，2015 年自己参加

世界技能大赛砌筑项目比赛并获得优胜奖，实现了中国在世界技能大赛砌筑

组奖项上“零”的突破。而现在，我国在世界技能大赛砌筑项目中，已连续三届

夺得金牌。

邹彬认为，这些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倡导把发展高等职业教育

作为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的重要方式，使城乡新增劳动

力有更多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同时，国家、省市、企业举办的技能比赛越来越多，

他的工友也获得了更多通过赛事参加培训的机会。

“今年，我计划提出进一步推动农民工向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转型相关举措

的建议。”邹彬说。他认为，在我国，高素质建筑工人依旧短缺。随着中国式现代

化进程的加速，推动传统农民工向新型产业工人转型迫在眉睫。他提出：“我国

亟须从城乡两方面、政企两主体长期努力，加强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培育，推动

产业模式和行业生态升级。同时，通过社会环境和制度机制保障，有效促进农民

工队伍建设升级。” （科技日报长沙2月22日电）

邹
彬
代
表
：

持
续
推
动
农
民
工
向
新
时
代
产
业
工
人
转
型

◎本报记者 俞慧友

科技日报北京 2月 22日电 （记

者陆成宽）记者 22 日从中国科学院

青藏高原研究所获悉，利用矿物原位

锂同位素分析法，该所科研人员分析

了青藏高原地幔橄榄岩中的锂含量

和锂同位素组成。他们发现，海水中

的锂元素可以经过扩散作用进入地

幔橄榄岩。这为研究地质历史时期

青藏高原不同圈层的相互作用提供

了新思路。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

于《科学报告》。

近年来，锂同位素分析法广泛运

用于地幔橄榄岩研究。地幔中的锂同

位素丰度约为 2‰，而海水中的锂同

位素丰度更高，达到 31‰。锂同位素

在地幔中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以往的

研究认为，这种分布不均匀是地球深

部地质作用的结果。

从理论上说，锂同位素在温度低

于 350 摄氏度时会发生强烈分馏，而

在高温下锂同位素的分布会快速达到

均匀状态。但地幔中锂同位素分布是

不均匀的，这表明，地幔中的同位素分

布并不只是地球深部高温地质作用的

结果。

此 次 ，研 究 人 员 分 析 了 史 前 海

洋——特提斯洋残留在青藏高原的地

幔橄榄岩。“我们发现，越靠近橄榄石矿

物颗粒边缘，海水锂同位素特征越明

显；越靠近橄榄石矿物颗粒中心位置，

海水锂同位素特征减弱，而地幔锂同位

素特征加强。这意味着，海水中的锂元

素能够经过扩散作用进入地幔橄榄岩，

青藏高原特提斯洋地幔橄榄岩的锂同

位素组成同时受到海水和大陆地幔的

影响。”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青藏

高原所研究员史仁灯告诉记者。

“在大陆裂解过程中，地幔橄榄岩

会逐渐上浮，露于海底。此时，海水可

以渗透到尚处于较热状态的橄榄岩

中。在这个阶段，海水中的锂元素可

以顺利扩散到橄榄岩中，使得橄榄岩

保存了海水锂同位素特征。”史仁灯进

一步解释。

史仁灯说，这种迄今还保留海水

锂同位素特征的地幔橄榄岩，只有在

板块构造单元的被动大陆边缘才能

幸存。这就为利用锂同位素示踪技

术研究青藏高原特提斯构造域中地

幔橄榄岩的成因构造背景提供了研

究范例，可更好地服务国家矿产资源

战略需求。

大陆地幔中发现来自海洋的锂元素

左图 内蒙古达拉特旗王爱召镇重度盐碱地土壤原貌。右图 土壤经中国农业科学院盐碱地改良创新团队改良后，种植的
食葵长势良好。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