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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沧州影事
记 录 普 通 人 的 生 活 状 态记 录 普 通 人 的 生 活 状 态

沧州影事
CANGZHOU YINGSHI

55月月1111日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渤海新区黄骅市旧城镇仙庄片区旱碱地麦田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渤海新区黄骅市旧城镇仙庄片区旱碱地麦田，，了解盐碱了解盐碱
地整治地整治、、旱碱麦种植推广及产业化情况旱碱麦种植推广及产业化情况，，强调强调““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盐碱地盐碱地
如何变成如何变成““丰收田丰收田”，”，请看请看————

一株一株旱碱麦旱碱麦的自述的自述
我是一株旱碱麦，生长在渤海新区

黄骅市旧城镇仙庄片区旱碱地麦田里。
几天前，成队的收割机前来收割时，农
技员现场进行了测产，平均亩产达到了
300公斤以上。不少兄弟姐妹说：“这是
历年来产量最高的一年！”

我们在这片盐碱地生活了2600多年，
这里盐碱化程度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亩产仅有50来公斤。兄弟姐妹们长得参差
不齐、又瘦又小，还不如身边的野草旺。

但如今，我们家族的命运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农技人员像照顾小宝宝一样，围绕
我们生长过程中的“种、肥、播、管”
等重点环节，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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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过去只长草不长粮的盐碱荒
地，成了我们温暖的新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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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家族里的顶梁柱，被广泛种
植，产量一年高过一年。

今年后仙庄村4300多亩耕地中，有
3800多亩种上了旱碱麦，盐碱地利用率
较10年前提升了30%以上。渤海新区黄
骅市的旱碱麦种植面积也达到了60多万
亩，较2013年增加了近10万亩。

在特殊的种植条件作用下，我们身
体里富含钙、钾、铁、锌等多种微量元
素，蛋白质含量也高于国标，用我们蒸

出来的面食味道香、口感好。
因此，人们想出了进一步提升我们

身价的好办法。渤海新区黄骅市形成了
集订单种植、收储中转、面粉加工、食
品生产等功能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小麦产
业，有较大型面粉加工企业20家，年加
工能力接近50万吨。与此同时，越来越
多的人把我们带进网络直播间，不仅让
我们成为“网红”，也让全国各地的人
品尝到了来自盐碱地的好味道。

这就是我的故事。在科技创新的关
键作用下，曾经白花花一片的盐碱地披
上了丰收的颜色，带动农民持续增收，
也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贡献。

摄影/苑立伟 殷 实 撰文/张智超

我是一株旱碱麦我是一株旱碱麦，，生长在渤海新区黄骅市旧城镇仙庄片区旱碱地麦田里生长在渤海新区黄骅市旧城镇仙庄片区旱碱地麦田里。。看到我们丰收看到我们丰收，，农家大娘满是喜悦农家大娘满是喜悦。。

从一粒种子开始，农技人员就对我们精心呵护。

从农田到餐桌，我们已形成全链条产业。

有了“妈妈”的辛勤抚育，我们不断长大。

过去只长草不长粮的盐碱地，成了我们的新家。

在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下，曾经白花花一片的盐碱地披上了丰收的颜色，带动农民持续增收，也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贡献。

越来越多的人把我们带进直播间，不仅让我们成
为“网红”，也让全国各地的人品尝到了来自盐碱地的
好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