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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旱碱麦，人

们耳熟能详，皆知是

盐碱地专属“特产”。

但你知道吗？培育一

个 能 在 盐 碱 地 扎 下

根，且稳产、高产的旱

碱麦品种，并不是一

件易事，甚至需要数

十年光阴。

以旱碱麦育种促

进盐碱地综合利用，

市农科院的科研团队

已坚持几十年。春夏

秋冬，他们常驻田间，

不放过任何促进新品

种诞生的机会。

辛勤的汗水，滋

养了喜人硕果——除

了已被广泛推广的沧

麦6002、沧麦6005等

良种，近几年，还相继

审定了沧麦 15、沧麦

16和沧麦17等旱碱麦

品种，让盐碱地变成

丰 产 田 有 了 更 多 选

择。

近日，记者走进

市农科院作物遗传育

种研究所，探寻旱碱

麦良种如何诞生——

盐碱地如何变身“聚宝盆”探析

党建引领党建引领网格化网格化
大事小情合民心大事小情合民心

■■ 本报通讯员 任振宇 魏浩然 本报记者 张梦鹤

乡风文明人和谐

“今天过来就是想问问咱家最
近有什么困难，有没有需要反映
的？”这一天，羊四村片区网格员
来到包联片区村民家中，作定期
回访。

自羊四村实施网格化管理
模式以来，这样的入户调查，
网格员每月都要开展多次。在
网格化管理模式中，羊四村分
为 5个管理片区，党员、村民代
表、退伍军人、志愿者等 60 人
担任网格员，负责片区内大事
小情。这些网格员每天都巡查
各户、收集信息、上报问题、
处理问题。

之前，村里有两位村民的耕
地紧邻，由于一方耕地临近道
路，另一方的收割机总会不小心
轧到对方的庄稼，两家因此闹了
矛盾。通过网格员获知此事后，
羊四村“两委”多方调解，在两
人耕地面积不变的基础上，重新
进行了划分，成功调解了这起纠
纷。

类似的邻里纠纷，去年，村
干部和网格员调解了很多件。问
题解决了，邻里更加和睦，大家
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村
风越来越和谐。

为浓厚文明村风，羊四村还
不断加强红色资源的挖掘、开发
和利用。充分发挥好资源设施的
教育功能，羊四村建成黄骅市首
个村级党史馆，馆内陈列的荣誉
奖章、党报党刊、老革命物件等
百余件展品全部由群众捐赠。党
史馆开放以来，已有 1.2万多人
（次）“打卡”参观。

整治环境更宜居

前不久，网格员王金霞在微
信工作群上传了一张村民下夜班
摔伤的照片，引起了羊四村“两
委”的重视。很快，110盏太阳
能路灯被安排“上岗”，替换掉了
原先灯光昏暗的老路灯。

此外，将脏、乱、差的坑塘
改造成了休闲后花园，也为村民
们津津乐道。这个坑塘废弃了 60
多年，既影响周边村民的日常生
活和出行，又“抹黑”了村庄形
象。村民通过网格员反映这一问
题后，去年 2月，村“两委”开
始整治坑塘及周边道路。彻底清
淤、平整护坡……随着系列举措
的推进，旧坑塘渐渐换上了整洁
干净的“新装”，周边村民一致称

赞。
“整治坑塘这个事儿办得太好

了，之前刮风，飘得院里都是臭
味，俺都不敢开窗户。现在干净
了，俺们也愿意上周边遛弯儿。”
村民尹树梅说。

多年来，通过网格员“随手
拍”上报问题的形式，羊四村翻
修了 1.5公里村路、消除了 38处
安全隐患。全村 110个垃圾桶随
满随清，没有新增一处私搭乱
建。

曲折泥泞的小路变为宽阔的
水泥大道，明亮的新路灯照亮乡
村的夜晚，崭新的党史馆增强了
村民的底气……现如今，羊四村
旧貌换新颜。就连周边的村民都
说：“羊四村越建越好了。”

集体经济活力足

人和谐，村宜居，还要民富
裕。多年来，羊四村还积极探索
多种增收发展途径。

针对老龄化日益严重、种地
收益少的情况，羊四村“两委”
把村民们的 2000亩地化零为整，
统一流转外包，做到旱涝保收；
盘活村庄1000亩集体土地，用于
养殖孵化项目；集中改造村集体
盐碱荒地 500余亩，改良后重新
发包出租，每亩收益提高 400
元……土地流转和外包，不仅为
村民增加了收入，鼓起了村集体
的“钱袋”，还促进了本村的粮食
稳定增产。

此外，羊四村还先后搞起鱼塘
养殖、建起冬枣采摘园等，每年为
村集体增收30余万元。去年，全
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10万元。

不断壮大的村集体经济，又
用来反哺民生事业。有了“活
钱”的羊四村，建起羊三木回族
乡首家敬老食堂，为75岁以上老
人免费提供午餐；建起村级医疗
档案服务室，为35岁以上村民免
费体检，让“小病拖、大病扛”
的现象成为历史。

“下一步，我们准备重新规划
建设党群服务中心，进一步健全

‘党建引领＋全科网格化’模式，
提升服务村民的能力。并继续扩
大招商引资，增加村集体收入，
提升村民的幸福指数，真正让大
伙儿享受到和美乡村建设的‘甜
头’。”羊四村党支部书记万俊男
说。

运河区高绿科技智慧生
态园，草莓长势喜人，迎来
采摘旺季。生态园负责人常
倩介绍，今年种植的新品种

“淡雪”草莓，具有颜值
高、口感好、效益高等特
点，备受市场欢迎。

近年来，运河区南陈屯
镇聚焦现代都市农业，通过
打造高端绿色农业产业园，
建设智能阳光大棚，大力发
展特色林果、绿色科技等产
业项目，以优质高效农业，
激活乡村振兴“动力源”。
张金元 崔 鑫 张梦鹤 摄

人工气候室
内的加代种植

原来纠纷不断、垃圾遍地，现在邻里和

谐、干净整洁、干群一心……自实施“党建引

领＋全科网格化”管理模式以来，渤海新区

黄骅市羊三木回族乡羊四村大变样——

旱碱麦：良种之路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薛 文

老少接力育种
“沧麦”家族添新丁

2023年，于市农科院作物遗传育
种研究所而言，是丰收的一年——年
初，由研究所选育的沧麦 16、沧麦 17
旱碱麦新品种通过审定，让我市旱碱
麦家族再次壮大。年底，《沧麦15旱地
栽培技术规程》通过评定，进一步助
力这个旱碱麦品种的推广栽培。这
些，为助力我市旱碱麦产业高质量发
展，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瞄准以种适地，研究所自上世纪
50年代，便开始培育旱碱麦品种，几
十年来从未间断。

“盐碱地土壤结构不良，水、肥、
气、热不协调，盐、碱、凉、薄四害
并存。小麦长期被盐分‘威胁’，产量
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培育适生耐盐
碱的品种尤为重要。”研究所负责人王
伟伟说，确定育种目标时，抗旱耐
盐、广适稳产、节水高效的需求首当
其冲。

1998年至 2003年期间，老一辈育
种人就利用盐池对搜集来的 4487份种
质资源进行耐盐性鉴定，筛选出了耐
盐性好的冀麦 32等材料。同时，还对
材料的抗旱性、丰产性和稳产性等农
艺性状进行了鉴定，确定临汾 6154等
一批综合性状好、抗逆性强的材料。

以临汾 6154 和冀麦 32 为重点组
合，从 1998年至 2012年，科研团队相
继培育出了抗旱、耐盐型小麦品种沧
麦 6001、沧麦 6003及抗旱节水丰产小
麦品种沧麦 6002、沧麦 6005。经过推
广，沧麦 6002、沧麦 6005已成为我市
盐碱地上的主力军。

盐碱地“天资”不足，能在这种
逆境中稳产的小麦品种可谓凤毛麟
角。为解决旱碱麦品种单一、更新换
代慢的问题，这些年，年轻一代的育
种团队没有躺在“功劳簿”上，而是
与时俱进，继续壮大旱碱麦家族。

“近年来，气候变化、病害频发等
问题凸显，制约着粮食生产，也给育
种人提出了新要求。”王伟伟说，为解
决这些痛点，挖掘盐碱地的增产潜
力，科研团队先后培育出了沧麦 15、
沧麦 16、沧麦 17 等 3 个旱碱麦品种，
并已通过审定。

“其中，沧麦 15是重大突破性品
种，具有耐盐碱性突出、抗病稳产、
增产潜力大、品质优良等特点。这个
品种株高矮、耐倒伏性强，落黄好、
可早熟四五天，能为下一季生产抢出
时间。”说起这颗“新星”的优点，育
种团队成员邹景伟满是夸赞。最让他
自豪的，还是沧麦 15 优异的产量表
现。“2018年至 2020年，沧麦 15参加
省冬麦区旱地组区域试验，在不浇水
的条件下，比对照的沧麦 6005至少增
产 6.7%，至多增产 8.7%。去年，在黄
骅纳茉农场示范种植，亩产达到430公
斤。”

他说，沧麦 15不只是解决了盐碱
地上小麦新品种缺乏的问题，还刷新
了种植户对旱碱麦产量潜力的固有认
识，有望成为未来几年盐碱地上的主
推品种。

耐盐性鉴定+平行交替选择
良种源于良方

抗旱耐盐、广适稳产、节水高效……
短短十几字，看似简单，但要达成这
一目标，往往需要十几年，可谓数十
年磨一剑。

鉴于盐碱地的特殊属性，这漫长
的育种工作，开端于对品种资源的耐
盐性鉴定——为抗旱耐盐小麦育种寻
找优异资源及其他农艺亲本。

走进河北省旱碱麦重点实验室，
实验台上满是水培和土培后不同长势
的麦苗，有的刚钻芽，有的苗株已有
食指般长。测量根长、苗高、鲜重、
干重后，研究人员一丝不苟地记录下
来。

“培养麦种的水，是不同浓度的盐
水和人工海水。搜集来育种材料后，
首先要进行室内芽期、苗期的耐盐碱
相关性测定，考察其相对耐盐指数。”
邹景伟介绍道。

同时，研究团队还会在试验田的
盐池鉴定，并到盐碱地上进行自然鉴
定，以耐盐指数和产量进行耐盐性评
价。

随后，确定抗盐性好、农艺性状
好的母本和父本材料作为杂交组合。

到了育种环节，考虑到盐碱逆境
不易改变，为了让种子提前“经风
雨”，多年来，他们一直坚持两圃平行

交替选择育种法。
“这是老一辈育种专家找到的良

方。杂交后，把组合后代一分为二，
一半种在非逆境圃，也就是水浇地
上，水肥充足，能充分发挥遗传优
势。另一半，则种在盐碱地的逆境圃
上，全生育期不浇水，经受干旱和盐
碱的考验。”王伟伟说，育种时，在亲
本圃和杂交一代、二代时往往采用平
行选择的方式，能大量淘汰不良组
合。到了杂交三代、四代时，则采用
交替选择，即把水浇地种得好的拿到
盐碱地去种，将盐碱地表现优异的栽
培到水浇地上。

“交替选择能将育种材料的抗逆性
和丰产性有效结合，增强品种的适应
性。这样一来，碰上雨水少的年头，
产量不会很低，保证品种稳产；如果
某一年雨水条件好，品种的丰产性会
比较好。”邹景伟说道。

在此基础上，年轻一代育种团队
也对育种方法完善创新。确定品系
后，他们还要通过盐池筛选耐盐性比
较好的株系，评价品系的抗逆性、适
应性及丰产性。沧麦 15就是通过这种
方法“脱颖而出”的，经田间和盐池
模拟鉴定，耐盐级别均为1级。

在育种过程中，发现了表现突出
的材料，即便育不成新品种，研究团
队也如获至宝，就想不停地挖掘它的
潜力。比如培育出沧麦 16的母本材料
沧麦 201249表现好，科研团队便继续
将它作为母本，以 2013年审定的沧麦
12为父本材料，培育出了沧麦17。

正如育种团队所言，育种过程中
虽然存在着不少偶然性，但一粒良种
的诞生，必定有其必然性。这个必
然，是奔向育种目标、排除万难的勇
往直前，也是以种适地，让盐碱地多
打粮、打好粮的不变信念。

“黑科技”+人工气候室
数据说话证明品种优越性

良种的诞生需要不断躬身实践，
更离不开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

“近年来，我们一直注重人才体系
建设，致力于培养高素质科研团队，不
断提升育种人的学术水平和选育经验，
助力科研创新。”市农科院副院长王奉
芝一语中的，“增强人才‘软实力’的

同时，我们还不断搭建平台，建立了
河北省旱碱麦重点实验室，引入‘硬
核装备’——人工气候室，为旱碱麦
育种提供技术支撑。”

寒冬萧瑟，大田里的麦苗早已
“冬眠”。此时，市农科院人工气候室
内的“麦田”，则截然不同——排排栽
培盆中，麦苗舒展着绿叶，生长状态
俨如春夏。

“这批麦苗是去年12月种下的，现
在已到抽穗期，等到二月底，就能收
获籽粒了。”团队成员张玉杰边给“麦
田”灌溉，边介绍道。

她说，这里一年能繁殖 4代小麦，
这样一来，便能加快育种速度，提高
育种效率。

人工气候室，还是分子育种手段
的实施场所。

“分子育种的目的性强。比如做旱
碱麦育种时，只需在麦苗上剪下叶
子，通过分子标记检测，便可以确定
后代是否含有耐盐碱相关基因，更加
快速便捷。”王伟伟说道。

助力分子育种的另一个重要平
台，是市农科院与中国农业科学院、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共建的河北省旱碱
麦重点实验室。

借助实验室的先进仪器设备，研
究人员可挖掘旱碱麦的优异基因。可
从遗传学群体入手，挖掘小麦耐盐碱
的差异基因、差异蛋白以及差异代谢
物，揭示旱碱麦的表型差异，进行基
因精细定位进而克隆；也可利用现代
分子生物学和物理学等手段，从旱碱
麦的各种加工指标入手，解析优异加
工品质的遗传学密码；同时，根据已
知和探索的结果进行旱碱麦的分子标
记，将分子育种的策略用于旱碱麦的
育种过程中，加速育种进程。

不仅如此，依托河北省旱碱麦重
点实验室，经过连续多年对不同区域
盐碱地取样，检测土壤中不同土层土
样的主要盐分离子含量，研究团队基
本摸清滨海盐碱地盐分离子的周年变
化规律。

“根据中国土壤学会盐渍土专业委
员会对土属划分的标准，我市滨海盐
碱地为硫酸盐——氯化物类型。以春
季返盐季节为主要研究时期，还形成
了农作物耐盐碱鉴定的人工盐碱地试
剂配方，开发了沧州市滨海盐碱地盐
分离子综合评价系统。”这些，为开展
室内小麦耐盐碱高通量鉴定与评价工
作提供了技术支撑。

这些“黑科技”，让科研人员更加
清晰地知道了“是什么”“为什么”，
从而指导“怎么做”。用数据说话，还
能多渠道、多方面证明品种的优异性。

育种技术在不断变化，不变的是
育种人的梦想。

以种适地助力盐碱地综合利用，
市农科院作物遗传育种研究所已根据
生活需求、市场需求提前研究部署。

“接下来，我们的育种工作不仅
要着眼于地头，还要瞄向餐桌。在不
放弃抓产量的同时，要培育出更多类
型丰富、营养健康的旱碱麦品种，让
人们能吃饱吃好、吃出健康。同时，
着力通过育种解决出粉率及面粉勾兑
问题，促进深加工产业发展，再反向
带动种植，帮助农户增收。”王奉芝
说。

科研人员对材料资源进行室内耐盐相关性测定科研人员对材料资源进行室内耐盐相关性测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