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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地保护不能高枕无忧：

警惕风蚀、水蚀蚕食
新华社哈尔滨 6 月 13 日电

（“新华视点”记者孙晓宇 马晓成
武江民）东北黑土区是世界主要黑
土带之一，是我国最大的商品粮基
地，其粮食生产能力和农业可持续
性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然而，在粮
食高产、稳产的同时，多年的风蚀、
水蚀不断让黑土地“变薄、变硬、变
瘦”，为粮食产能提升埋下隐忧。

风蚀、水蚀蚕食黑土地

人们常用“一两黑土二两油”来
形容黑土地的肥沃。黑土形成极
为缓慢，在自然条件下形成1厘米
厚的黑土层需要200至400年。然
而多年来，风蚀、水蚀等正在蚕食
宝贵的黑土地，降低粮食生产能
力。

黑龙江省拜泉县地势起伏，且
土壤质地疏松，抗蚀性较差，在水
力侵蚀作用下，面蚀发展到一定程
度，就会在汇水线上形成侵蚀沟。

“一到下大雨的时候，有的侵蚀
沟得冲下去好几米。”拜泉县永发
村村民杨维杰望着村中的一处侵
蚀沟说，七八月份降雨集中时，已
有侵蚀沟还会继续扩大，甚至形成
新的侵蚀沟。

近年来，拜泉县开展了侵蚀沟
治理工程。但截至目前，全县长度
100米以上的侵蚀沟仍有3000余
条。

“侵蚀沟不仅造成耕地碎片化，
严重阻碍大机械作业，还加剧了黑
土层流失，导致粮食产量下降。”中
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
究所研究员张兴义忧心忡忡地说，
目前，东北黑土区侵蚀沟仍在发
育，亟待加强治理。

“一到春天，偶尔还会刮起大
风，不仅会吹起风沙，还会把地里
的黑土吹走，看着就心疼。”吉林省
公主岭市东兴隆农机作业服务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振军说。

“尽管许多地区推广了保护性
耕作等措施，但现在还有一些农民
习惯在春天播种前疏松土地，秋收
时，不仅把秸秆收走，根茬也要刨
出去。”中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
验站副站长王贵满说，这种耕作方
式造成了地表裸露，一刮风下雨土
地就会遭到侵蚀。

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辽宁省
西部小城彰武县常年受风沙侵
蚀。“我们这里是出了名的‘十年九

旱’，年年风一吹，能带走不少土。”
彰武县大冷镇上三家子村村民王
炳军说。

治沙70余年来，彰武县林地面
积由 1949 年前的 18 万亩增长至
2019年的212.96万亩，土地沙化面
积由524万亩降至199.66万亩。但
风沙治理仍任重而道远。

固本培元保护黑土地

为解决水土流失对黑土地的影
响，“十年九旱”的吉林省梨树县，
经过十多年的艰辛探索实践，形成
了以“秸秆覆盖、条带休耕”为核心
的“梨树模式”。

“玉米收获后将秸秆全部还田
并覆盖在地表，将耕作次数减至最
少，防治风蚀，达到保墒蓄水、培肥
土壤、稳产高产的效果。”王贵满
说。

“覆盖着秸秆的土能攥成团，主
要就是秸秆起到了保墒作用，土地
有了水分。”梨树县康平街道八里
庙村村民卢伟说，水土流失减少
了，收成自然也提高了。

近年来，吉林省探索形成了秸
秆还田、深翻深松、节水灌溉、米豆
轮作等多项技术集成的黑土地保
护十大技术模式，保证了粮食稳产
增产。

2021年，辽宁省柳河生态综合
治理项目一期工程开工，通过“以
水含沙”进行“旱改水”，以锁住科
尔沁沙地南移的脚步。

随着田间水渠、矩形槽等水利
设施陆续修建，上游闹德海水库的
水源被引入，久经风沙的旱田变成
了名副其实的水泡田。

工程施工时，村民王炳军在现
场看得入神。“先建堤防，减少柳河
水里的泥沙含量，再利用管道引
水，建成稻田湿地，起到留茬固沙
的作用。”王炳军说，经过数年治
理，结合专家指导，在沙土里种水
稻成为可能。

记者在黑龙江省拜泉县一处侵
蚀沟治理现场看到，一排排柳桩栽
入侵蚀沟，形成排水通道。沿着侵
蚀沟望去，用柳条制作的柳编跌水
被铺在沟中，往远处延伸。

“我们采取工程、生物、农艺
措施，统筹推进全县侵蚀沟治
理。”拜泉县水务局水土保持服务
中心主任刘志文说，截至 2022 年
末，全县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803.17 平方公里，治理侵蚀沟
1.99万条。

“守住了地，才能多种粮、多产
粮。”杨维杰说，2021年开始，县里
对村内的侵蚀沟开展集中治理，水
土流失得到很大程度遏制，回填后
土地面积也有所增加。

2022年，黑龙江省通过中央水
利发展资金、省级补助资金等多渠
道投入20多亿元，全省共治理侵蚀
沟9000条。到2025年底前，全省
计划完成 2.53 万条侵蚀沟治理任
务。

不可掉以轻心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
黑土地保护和坡耕地综合治理。
针对风蚀、水蚀等自然因素引起的
耕地质量退化和水土流失，各地因
地制宜开展治理并取得一定成效，
但与此同时，黑土地保护不可掉以
轻心。

张兴义说，治理单条侵蚀沟需
花费20余万元，当前东北黑土区仍
存在侵蚀沟数量多、分布散、治理
任务重、资金需求大等难点。

张兴义建议，以漫川漫岗、低山
丘陵区坡耕地为重点，集中连片进
行治理。同时，尽快设立专项治理
资金，加大中央黑土地保护与治理
资金投入力度，推动以奖代补、以
工代赈，因地制宜实施侵蚀沟治理
工程。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
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张佳宝说，
可从流域尺度加大黑土区水土侵
蚀发生机理及治理技术研究，以流
域为单元，系统开展水土流失动态
监测和侵蚀沟治理，加快黑土区小
流域治理和灌区建设，优化农田防
护林网配置格局等。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耕作栽培研
究所所长白伟建议，在部分风蚀较
为严重的地区，推广“玉米—花生
间作”等模式，并推广与不同生态
类型区特点相适应的秸秆还田技
术模式，提升农田土壤质量，促进
农田土壤健康，强化固碳减排功
能。

此外，记者调研了解到，目前黑
土地保护仍需进一步精准施策，实
行区域化统筹、多部门联动、规模
化实施、系统化治理，妥善处理好
黑土地整体保护与分散经营的关
系。

我国拟建设培育
1万家以上产教融合型企业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记者
严赋憬 陈炜伟）记者13日从国家
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
委、教育部等 8部门联合印发《职
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
施方案（2023—2025 年）》，明确
2025年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达
到 50 个左右、在全国建设培育 1
万家以上产教融合型企业等一系
列目标。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
司长刘明表示，方案发布是持续
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内在要
求，对于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建设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具有重
要意义。方案内容包括推动形成
产教融合头雁效应、夯实职业院
校发展基础、建设产教融合实训
基地、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健

全激励扶持组合举措等 5方面重
点任务。

为了完善职业教育专业设置，
方案鼓励引导职教院校优先发展
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
术、人工智能等产业需要的一批新
兴专业，加快建设护理、康养、托
育、家政等一批人才紧缺的专业，
改造升级冶金、医药、建材、轻纺等
领域的一批传统专业，撤并淘汰供
给过剩、就业率低、职业岗位消失
的专业，鼓励学校开设更多紧缺
的、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形成紧
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专业体
系。

在政策举措方面，方案在全面
梳理现有支持职业教育产教融合
的政策举措的基础上，针对产教融
合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创新激

励扶持举措，形成指导性政策文
件，进一步健全“金融＋财政＋土
地＋信用”组合式激励，支持地方
出台符合本地实际的落地政策。

投资上，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支持符合条件的产教融合实训基
地建设，高职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院
校每所支持额度不超过 8000 万
元，中职院校每所支持额度不超过
3000万元；财税上，产教融合型企
业兴办职业教育的投资符合规定
的，可按投资额 30％的比例抵免
当年应缴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
附加；土地上，企业投资或与政府
合作建设职业学校、高等学校的建
设用地，按教育用地管理，符合《划
拨用地目录》的，可通过划拨方式
供地，鼓励企业自愿以出让、租赁
方式取得土地。

四部门部署
2023年降成本重点工作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记者陈炜伟 严赋憬）国家发
展改革委等四部门13日对外
发布《关于做好2023年降成
本重点工作的通知》，提出8
个方面22项任务。

通知明确，增强税费优
惠政策的精准性、针对性。
对科技创新、重点产业链等
领域，出台针对性减税降费
政策。完善税费优惠政策。
2023年底前，对月销售额10
万元以下的小规模纳税人免
征增值税，对小规模纳税人
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
收入减按1％征收增值税，对
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
分别实施5％、10％增值税加
计抵减。

在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
服务质效方面，通知提出，推
动贷款利率稳中有降。持续
发 挥 贷 款 市 场 报 价 利 率
（LPR）改革效能和存款利率
市场化调整机制的重要作

用，推动经营主体融资成本
稳中有降。同时，引导金融
资源精准滴灌，继续增加小
微企业的首贷、续贷、信用
贷。

在缓解企业人工成本压
力方面，通知明确，延续实施
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
保险费率政策，实施期限延
长至2024年底。对不裁员、
少裁员的企业，继续实施普
惠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
策。

在降低企业用地原材料
成本方面，通知提出，做好能
源、重要原材料保供稳价工
作，继续对煤炭进口实施零
关税政策。加强重要能源、
矿产资源国内勘探开发和增
储上产。

通知还提出，持续降低
制度性交易成本，推进物流
提质增效降本，提高企业资
金周转效率，激励企业内部
挖潜。

教育部：

全面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
建设教育强国

新华社兰州6月13日电
（记者白丽萍）记者12日从
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
育工作会暨教育强国战略
咨询会上获悉，目前，中西
部高等学校1465所，占全国
高等学校总数量的53％，专
任教师队伍71万人，占全国
教师总人数的54％，在校生
数量为1334万人，占全国在
校生总数的57％。中西部
高等教育已是我国高等教
育的“半壁江山”。

在会上，教育部介绍了
近年来中西部高等教育改
革和发展的新成就。据介
绍，中西部高等教育办学质
量显著提升。以郑州、武
汉、重庆、成都、西安、兰州
为支点，培育出一批龙头高
校，汇聚优质高等教育资
源，带动中西部高校集群发
展。据统计，中西部高校博
士、硕士学位授予点从2012
年的7000个增长到2022年
的8100个；新一轮“双一流”
大学建设中，中西部地区共
有48所建设高校、123个建
设学科入选，带动中西部高
校不断全面提升服务能力。

中西部高等教育人才
培养与科技创新能力显著

提升。十年来，中西部高校
为中西部发展培养了数百
万高素质专业人才，近年
来，中西部高校共建设了18
个现代产业学院、3个未来
技术学院以及6个高水平公
共卫生学院、74个基础学科
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布局了
8个集成电路、储能技术、医
学攻关和生物育种领域的
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

中西部高等教育服务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显
著提升。中西部高校紧密
对接核心技术攻关领域及
区域特色主导产业，增设了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草
业科学、粮食工程等一批紧
缺专业。目前，中西部高等
专业布点达到3.1万个，较十
年前增长了8000个专业布
点。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表
示，下一步，教育部将实施
中西部人才培育行动计划，
布局一批高等研究院，加快
推动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
国家卓越医师学院建设，全
面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加
快建设教育强国，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战
略支撑。

司法部部署开展
2023年国际禁毒日宣教活动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记者白阳 齐琪）今年的6月
26 日是第 36 个国际禁毒
日。记者 13日从司法部获
悉，司法部积极部署开展禁
毒戒毒宣传工作，持续巩固
扩大全民禁毒成效。

根据司法部戒毒管理局
日前印发的通知，今年的国
际禁毒日宣传教育活动将围
绕“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的
宣传主题，进行周密部署。
各地将针对社会群众，积极

开展禁毒宣传教育“六进”活
动，通过多种形式增强社会
群众防范毒品的意识和能
力，营造全民参与禁毒工作
的社会氛围。

通知要求，重点针对青
少年群体，科学普及禁毒知
识，深化毒品预防教育，引导
青少年远离毒品危害。要通
过座谈交流、举办教育讲座、
走访回访等形式，将禁毒宣传
与帮扶照管同步推进，有针对
性开展个性化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