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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滩地孕育农业发展新希望
———科技与企业结合发展草田轮作治理盐碱地的启示

姻本报记者张行勇

爱德农业生态公司的大荔县雨林基地，位于
黄河、洛河、渭河交汇之处的陕西大荔县赵渡乡，
地势平坦开阔，距县城以东约 25 公里。

姚新建、东小娟夫妇分别是陕西爱德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企业法定负责人。

姚新建是渭北澄城县人、东小娟是渭南华县
人，他们在西安打工中相识、相爱、成家，至始至
终都在为梦想不停地奋斗、奔跑……

在这片土地的另一端，一台售价 400 多万元
的德国制造 CLAAS 自动打捆机，将已收割且经
晾晒苜蓿草料打捆，这些草料符合国际苜蓿草料
含水量标准。不到 2 小时，如同切成的豆腐块形
状的大型草捆，一行行摆放整齐，等待下一步装
车运到基地厂部车间。

开机械的工人服装统一，训练有素；一旁等
待的姚新建则保持着忙碌的状态：接听电话处理
公司事宜，打电话布置发货：50 吨苜蓿干草经由
火车发往内蒙伊利、30 吨燕麦草粉料由汽车发
往泾阳奶牛场……

场景呈现的完全是现代化农场的生产和经
营模式情景。

姚新建，也由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村青年蜕
变为目前拥有近 2000 万净资产、以种植优质
苜蓿草为主导产业的陕西爱德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其生产的优质苜蓿草产品达到国
际标准水平，并同时对十余家同行业的企业提
供技术支持。

而这一切是从 2008 年 12 万承包改良当地
村里 2000 亩渭河滩盐碱地起步的！当时还是按
合同分期付款，因姚新建夫妇靠在西安大明宫建

材市场做小生意挣得仅有 2 万元，先付第一期承
包款。

村委会之所以签订这样的合同，是因为在这
片盐碱荒滩地上前后已有六家私人企业或集团，
因改良失败或成本过高等原因而亏损离开，其中
包括西安民生集团。

“这盐碱滩地不但沙比土多，还有很多大小
不一的石头，简直就是一个‘洗’（吸）钱的地方。”
当时村民讲。

“当时村里干部站在这里一指说，‘就是这片
地！’。由于无实践经验，实际上只有 200 多亩
地。”姚新建说。

姚新建、东小娟夫妇在盐碱荒滩地创业至
今已经 8 年，是风雨兼程的 8 年，更是收获的 8
年，目前公司从初期的 3 人且没有一台自己的
机械设备，发展到现在拥有高级机械手 10 人，
行业技师 5 人，深加工研发 4 人，牧草设备 10
台套，1.8 万亩荒滩盐碱地也改为良田，与蒙
牛、伊利等知名奶企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形成
了以牧草种植为主，辐射牧草产业深加工、牧
草产业信息化的良性发展轨道，成为陕西省优
质紫花苜蓿种植龙头企业。

“他是一个有梦想有闯劲的人，只要认准的
事就下功夫琢磨，尤其是敢干别人未干或未干成
的事。”东小娟这样评价丈夫姚新建。

他们的梦想正在这广袤的田野上绽放，变成
现实。

“企业发展到今天要感谢中科院水保所、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程积民教授、杨云贵副教授和他
们的学生们带来的科技支撑保障！”东小娟讲。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对耕地保护工作作出
的重要指示中指出，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
源，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依法依规做
好耕地占补平衡，规范有序推进农村土地流转，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 像陕西爱德生态
农业公司承包流转渭河荒滩，依靠生物技术改良
盐碱地为良田，由绿色高标准质量牧草产品和信
誉赢得市场和发展壮大的新型家庭农场经营形
式，正符合习近平讲话要求和今年中央一号文件
明确要求的‘加快发展草牧业，开展粮改饲和种
养结合模式试点’和农业部在 2015 年《关于进
一步调整优化农业结构的指导意见》中要求的发
展路子、样板。”大荔县畜牧局局长鲁大芒讲。

耕地农业系统与草地农业系统是当今世界
农业生产系统发展的两个重要分支。

李克强总理在“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加快推
进农业现代化”一文明确提及，要由单纯在耕地
上想办法到面向整个国土资源做文章，引导农民
念好“山海经”，唱好“林草戏”，打好“果蔬牌”，挖
掘各种资源生产潜力，政策引导，依靠市场力量
推动农业生产不断向优势区域集中，打造优势产
业带，提高产业集中度及加快推进农牧结合。

而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发展农业产业化，其
根本上是要靠创新驱动，加快农业技术创新步伐，
大力发展新型经营主体，加快培育新型农民，走出
一条集约、高效、安全、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像渭河滩地一样，黄河滩地是由黄河冲积
而成，其中盐碱地占多大半以上，仅黄淮海平原
尚有盐碱荒地 1000 多万亩。要改良这些荒地为
良田，要以产业和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政府 +
科技（基地）+ 龙头企业’的组织方式，多学科协
同科技攻关，方能够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同时实现基地农牧业生产专业化、
标准化与规模化发展。”程积民强调认为。

记者在采访中体会到，程积民研究团队的学
科组成结构、组织模式、项目任务依托等体现着
中科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与杨凌其他六个
院所合并组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后所具有的

“产—学—研”有机融合带来的一些机制优势。他
们继续行进在探索我国科教体制改革新型研究
所发展模式的路上，克难攻坚，创新黄土高原生
态修复、旱地农业与水土植物资源高效利用研究
理论和技术，解决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中的重大
科学技术问题。

“因为要改良一个区域面积上万亩的荒滩盐
碱地，并推广到更大区域实施，以往形成的国家
事业性质的科技服务体系与一户一户的土地经
营规模及其生产力水平、经营方式已不能完全满
足在这些地方通过改良盐碱地而发展现代农牧
业产业的目标。”程积民说。

李克强文章指出：目前我国农业持续发展面
临两个“天花板”、两道“紧箍咒”。即：目前国内主
要农产品价格已高于进口价格，继续提价遇到

“天花板”；农业补贴中有的属于“黄箱”政策范
畴，受到世贸组织规则限制，部分补贴继续增加
也遇到“天花板”。而且农业生产成本还处在上升
通道，“地板”在抬升，包括人工、农机作业、土地
流转等费用上涨快，种子、化肥、农药等价格也不

便宜。除了两个“天花板”外，生态环境和资源条
件这两道“紧箍咒”也严重束缚农业长远发展。

中科院西安分院陕西省科学院党组书记、生
物农业专家杨星科研究员常忧虑地讲：“多年来为
了粮食年年产量提高，农户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农
膜等化学产品，不仅使地越种越薄，还带来严重的
面源污染、白色污染，再加上工业污染和生活垃圾
污染等，农村环境问题愈发严峻，严重危及农业持
续发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此同时，随着全国工
业化、城镇化迅速推进，耕地不仅数量在减少、质量
也在下降，农业生产用水缺口呈扩大之势，特别是
过度使用化肥等使农田地下水源严重污染。

据了解，为如何破解两个“天花板”在顶、两
道“紧箍咒”在身的难题，中科院为此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2007 年与河南、山东等省区合作启动了

“耕地保育与持续高效现代农业试点工程”重大
项目,2009 年与沈阳军区合作开展了农业现代化
生产方式的探索与试验，2012 年启动实施“渤海
粮仓”项目等，面向国家粮食和食品安全,谋求粮
食增产的新途径、实现资源节约与高效利用、探
索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模式。

“在中西部地区大力发展粮食、经济作物、草
饲畜牧业，通过农业科技创新技术改良河滩地、
盐碱地，建设大型绿色种植养殖和农产品深加工
基地是一个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发展方式
转变的可行路径之一。”杨星科说。

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战略向食物安全保障战
略转变。

杨星科进一步强调重点在“改”、“治”两字上
做好文章。“改”，就是要把河滩地、盐碱地改良成
良田和对一些区域土地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
升行动，引导农民施用有机肥，推广深松整地、秸
秆还田、保护性耕作等措施培肥地力，加快建设
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治”，就是要
把受损的生态环境逐步修复治理好，把化肥、重
金属、农药污染的耕地逐渐实施修复试点，发展
替代产业、绿色经济。

杨凌高新农业示范区党工委秘书长杨芳乾
表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扶持农业产业化就是
扶持大农业，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龙头
企业是火车头，其发展壮大直接关系到产业发
展，关系到其辐射带动能力，关系到农业创新成
果的应用转化效果。在农业进入高成本时代的新
常态下，需要采取更直接、更有效的政策措施，扶
持壮大龙头企业。

政府部门一方面要优化投资环境，教育提高
农民的市场契约诚信意识，使龙头企业和被承包
或流转土地的农民真正能够“利益共享、风险共
担”；另一方面，创新农业金融产品，解决龙头企
业融资难题，加大对农业加工、产业基地建设的
扶持力度。支持龙头企业发展现代物流，畅通市
场流通通道。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经济管理学
院教授罗建朝说。

“目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
是生态文明建设无法回避的，不解决这些问题，
生态文明建设就无从谈起。因此，转变农业发展
方式，发展现代高效生态农业，这是农业领域进
行生态文明建设的最佳模式。”程积民再次强调。

人间芳菲四月天。渭南乡村的农历四月，风调
雨顺，草木旺盛，田园是绿织成的毯，青翠蓊郁，满
目葱茏，处处洋溢着生命的欢歌。小麦抽穗过正在
灌浆，在不温不火的天地里细细地咀嚼着阳光，已
显现出进入成熟的状态。

4 月 28 日 ~30 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
院士率专家组来陕进行盐碱地现状与治理措施实
地考察工作。考察组由中科院西安分院党组书记
杨星科、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质与地
球物理研究所、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研究中心、陕
西省科学院等专家组成。渭南市市委常委、副市长
唐代治、渭南市科技局、水利局、国土局、农业局等
有关领导组成工作组共同参加考察活动。陕西省
副省长张道宏、省政府副秘书长徐春华、渭南市市
长李明远、中科院西安分院院长赵卫参加了 4 月
30 日在卤阳湖的考察活动。

对盐碱地治理是国家“十三五”乃至今后的
一项重要工作。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0 部门
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盐碱地治理的指导意见》中
提出要通过协调整合资源、推进治理科研、实施
示范推广等措施,推进盐碱地治理工作。加强可
农用废弃地及滩涂等土地资源整理与复垦开
发、占补地快速改良等技术研究,促进新垦土地
优质高效生产是中科院中科院未来农业科技的
发展战略之一。

针对陕西省渭北地区盐碱地现状，为更好、
更快推动陕西省盐碱地治理工作，中科院组织
了这次科学考察工作，对渭南土地盐碱化的演
化与面积变化情况、近年盐碱地新增情况、盐碱
地治理措施、效果及存在问题等进行较为详细
的了解。

丁仲礼认为，陕西省的盐碱地治理工作取得
了显著成效，盐碱地的治理是一项综合工程，关系
到国家及地方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中科院的办
院方针之一就是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开展盐碱
地综合治理开发是一项重要工作，考察组将在对
调研资料、结果深入分析基础上，选取有代表性的
示范点，形成一套有针对性的综合治理方案，并希
望由中国科学院与地方政府共同组织实施重大盐
碱地治理工程项目，为渭北沿黄区盐碱地治理提
供兼顾“经济和生态”双重效益的综合治理技术和
工程示范。

姚新建与记者、中国科学院水土保持研究
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员程积民正在打捆
的苜蓿地里，一边走一边说话，又一边翻看晾
晒的水分情况，特别是看到一个小食品废弃袋
后立即三步并作两步前去拾的装在衣服口袋
里的细节，使记者感受到他对这块土地付出的
心血与挚爱之深。

此刻记者放眼望去，地里看不到一个诸如塑
料袋类的生活垃圾和稍微大一些的石头。不难想
象，将渭河河滩盐碱地变成一年可收 5~6 茬苜蓿
草、亩均年收入 3000 元多、再进一步种优质燕麦
做饲料、或种植可亩产 800 斤小麦的良田，是付
出非常的汗水与智慧的。

“失败不是天生的，成功不是偶然的。秉承做
事踏实认真，待人诚恳，发挥吃苦耐劳、勤俭的特
长，定能成功的。”姚新建说，“媳妇当年在西安打
工，每天上下班走 5 站路就是为了省下两元公交
车钱。”

2008 年之前，姚新建夫妇在饭店打工、经
营建材小生意吃了些苦，也积累了一点市场经
验。“但我一直还是喜欢在土地上实打实的干
事、经营，有流转承包土地干高效优质农业的
想法！我经常看中央台农业频道节目、农林卫
视节目，当受到启发决定在渭河滩承包土地发
展牧草业时，将买的牧草业有关书本都翻烂
了，并多次到杨凌咨询请教一些老师解答难
题。”姚新建说

在数年前，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且还清贷款
时，姚新建开始正式寻求与国家牧草产业体系咸
阳牧草综合试验站程积民研究团队合作，依靠科
研团队已经形成一套自有创新的牧草种植管理

体系的同时，引进美国德克萨斯州先进的现代化
牧场管理经验和牧草产品检验标准，坚定走可持
续发展的生态农业发展之路，可以不必依靠大量
施肥用农药的暂时超利润，而是要留下土肥地沃
的良田，供给市场有机安全的牧草和农产品。

2008 年国家牧草产业体系咸阳牧草综合试
验站成立，设立在位于陇东黄土高原塬梁丘陵沟
壑区的黄土高原的彬县，试验基地则设置在属于
暖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的黄土高原粮食
和草原过渡带。

程积民认为，从渭河流域的河滩盐碱地、黄
土高原半干旱区域应大力发展草业，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是发展该区域现代农业的首要问题。为
此，在大荔县渭河滩选试验点推广科技成果建立
示范基地，也才有与陕西爱德生态农业公司的科
技合作。

在近年的发展过程中，程积民团队为该公司
制定“黄河滩地（盐碱地）治理技术”创新方案，采
用苜蓿－小麦、苜蓿－玉米、苜蓿－冬牧 70、苜
蓿－油菜等轮作种植技术的生物改良技术，不仅
成效显著，而且无污染，并起到具有净化水质及
其改善局地气候的作用。

特别是针对陕西爱德生态农业公司在大荔
黄河滩地苜蓿种植地形地貌复杂、气候变化差异
大的特点，提出了“政府 + 科技 + 企业”的苜蓿
生产经营模式。由政府牵头予以政策鼓励扶持，
研究团队从农牧业发展的多学科交叉攻关，从牧
草品种选择、播种整地、测土配方施肥等田间栽
培管理、病虫害防治、刈割期及刈割次数到后期
加工品标准等集成技术创新体系，以提供指导，
将最新的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到大田。

今年的五月，注定是与激情和梦
想同行的季节。

春末夏初，《中国科学报》记者站
在陕西东部渭河即将入黄河地段的北
岸滩头田野里，呼吸着田间的泥土芳
香，沐浴着明媚的阳光，极目远眺，也

望不到这片种植着苜蓿、燕麦、冬牧 70
的平整田块。

“这块改良的渭河滩头地近 2 万
亩。”站在身边的陕西爱德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简称“爱德农业生态公司”）董
事长姚新建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梦想之花在盐碱滩绽放

梦想花开靠科技支撑

◎程积民教授（左）企业董事长姚新建（中）、杨云贵副教授在田间观察、讨论苜蓿生长情况。

花蕾初开带给的启示 孕育农业发展新希望

渭河滩头地盐碱地改良基地的苜蓿的生长势头良好

◎产学研协同创新创业农业发展新方式。

◎研究团队人员采集今年苜蓿第一次刈后土壤样本。

▲现代农业
生产经营主体的
生产与运作

▲与苜蓿
基地相临
改良地种
植的小麦
生长势头
良好

荩打捆机在
千亩地块打捆晾
晒后符合含水率
标准的牧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