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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盐碱滩到米粮川——纪念中科院在封丘工作50周年”系列一

不毛之地引来大牌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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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黄河边，贫困的封
丘小县。三年自然灾害的痛苦
记忆还没过去太久，白茫茫的盐
碱滩上，陆续来了一些陌生人。

他们戴着眼镜，穿着白衬
衣、蓝裤子，装扮与这片不毛之
地格格不入，却很快跟庄稼汉打
成一片。白天扛着洛阳铲与农
民们祖祖辈辈都没见过的仪器，
在地里忙碌，拿着本子写写画
画，晚上住农民家里还给钱，跟
农民一起把红薯、高粱当口粮。

“你们从哪儿来？到底是弄
啥咧？”面露饥色的当地人问。

“我们是中科院的，要治盐
碱地！让你们有收成！吃饱肚
子！”他们回答。

“咦，那好呀！……”
一时间，北京来了大科学家

的消息，传遍了黄河边儿这片久
被盐碱、水灾蹂躏的土地。

“春天白茫茫（盐碱），秋天
水汪汪（水灾），一年四季忙，年
年去逃荒”。虽说已解放多年，
限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封丘民间
还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当时
封丘是个老灾县，有100万亩耕
地，近一半却是盐碱地，还常受
水灾、风沙之害，粮食亩产只有
四五十斤，年年吃粮要靠救济
粮，花钱要等救济款。

农民们虽然是老粗，但已觉
中科院这几个字的分量沉甸甸，
孕育着天大的希望。更让他们

觉得惊讶的是，科学家们带着铺
盖来，后来又盖起了房子，摆开
架势不走了，这是要长干。

他们不知道，这些科学家所
执行的，是一个攸关国家命脉、
意义不亚于“两弹一星”的重大
项目，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
导多次做过批示。而这一干，从
1964 年持续至今，已走过了整
整五十个年头。

最顶级的气象地理学家来
了，土壤学家来了，植物学家来
了，遗传学家来了，水利电力专
家也来了……50 年来，中科院
来封丘工作或做过相关工作的
院直属部门有 10 个，所属京内
外科研单位有 22 个；先后有生

物学部、地学部、新技术局等所
属学科约 20 种专业人员参加。
而先后来封丘工作、调研或考察
过的那些科学家的名字，即使在
今天说出来都让人无比惊讶。

既有竺可桢、熊毅、侯学煜、
叶笃正、李庆逵、朱兆良、李振
声、路甬祥、白春礼、李家洋、张
亚平、陈竺、许智宏等20多位带
着中国科学界最高光环——院
士头衔的大牌科学家，其中不乏
以中科院院长、副院长身份到访
的；也有王遵亲、傅积平、赵其
国、俞仁培等曾把封丘当成半个
家，从青春年华干到白发苍苍，
创出多项成果、荣誉等身的科技
守望者。

中国农业科学界的顶级精
英，究竟在封丘做什么大项目？
一个偏僻的贫困农业县，如何能
在50年间持续吸引这么多国宝
级专家的注意？

从盐碱滩到米粮川——今
年是中科院在封丘工作 50 周
年，虽然吃粮的话题早已不再被
挂在百姓的嘴边，虽然封丘早已
翻身成为产粮大县，但科学家们
挥洒青春的记忆仍深藏在封
丘。在这片热土上发生过，和正
在发生着的农业领域科技与生
产相结合的典范——“黄淮海战
役”的热血故事，始终不该，也一
定不会被人们遗忘。

封丘的故事是从封丘的土
开始的。要说封丘的土，就要
从更大的黄淮海平原说起——
封丘的命运，始终与这块母体
紧紧相依。

从地理上讲，黄淮海平原
又叫华北平原，由黄河、淮河、
海河、滦河等冲积而成，包括河
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5省
和北京、天津两市，涉及311个
县。黄淮海平原有耕地约2.7
亿亩，占全国的18%，一直是我
国重要的粮棉产区和基地，也
是我国重要的人口宜居地和工
业基地。

但老天爷在营造这块土地
时，却特别“纠结”。他慷慨地
给了它最适合庄稼生长的纬
度，有充足的日照，温和的季
风和平坦的地势，却又附送了
频繁的洪、涝、旱灾。

“长期以来，黄淮海平原面
临着旱涝碱沙‘四害’的严重威

胁，光盐碱地就有4000万亩，
是我国最大的缺粮区，要靠东
北和南方的粮食来补给。”河南
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退休研究
员、75岁的席荣珖先生在这片
土地上搞了一辈子研究，他说，
黄淮海平原的降水季节分配严
重不均，春天降水量小于年降
水量的10%，夏季降水量则达
到全年的55%~70%，且多以
暴雨形式降落——这成为黄
淮海平原春旱夏涝和春秋土
壤易返盐的主要原因。

而在历史上，黄河等河流
多次决口改道和泛滥，又使得
黄淮海平原“大平小不平”，岗
坡洼地交替，排水不畅，极易成
涝，在故堤之背和洼地周边易
发生土壤盐渍化，形成盐碱地；
在河流决口处和故道河槽中则
会遗留下大片沙地，起风扬沙，
漏水漏肥。

这样的地庄稼无法生长，

收成完全没保障。
新中国成立之初，尽管国

家对农业治理投入了大量人力
物力，但由于历史灾害沉重，家
底太薄，黄淮海平原许多地区
粮食生产长期低而不稳，大多
数农民生活达不到全国平均水
平。就沿黄几省来说，又因为
缺乏科学认识，盲目修建大量
引黄工程和平原水库，导致地
下水位迅速上升，又引发了大
面积土壤次生盐碱化，进一步
加剧了粮食危机。

以河南为例，当时豫北、豫
东平原盐碱地发展到1000多
万亩，占同区耕地五分之一，致
使农业连年减产，1961年河南
粮食总产仅68亿公斤，平均亩
产仅44公斤。严峻的农业形
势，使广大人民群众生活陷于
极其困难的境地，甚至无以为
食而饿死。

“四害”肆虐的大平原

粮食已攸关民命国运，
成为燃眉之急，“大抓农业，
大办粮食”（毛主席1960年
的号召）成为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共识。而从技术层面，
盐碱地多少年才能改回来，
如何从土地特别是有改良潜
力的土地中多要粮食，则成
为迫切需要科学家们解决的
课题——整个国家都在看着
他们，盼着他们。

科学界很快动员起来。
1962年9月，周恩来在接见
全国农业科学规划会议代表
时，提出了发展农业、改造我
国自然面貌的六项任务，其
中就包括盐碱土改良，海滨、
湖滨和河滩地利用，剑指黄
淮海平原。

第二年初，全国农业科
学技术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会后，聂荣臻、谭震林两位副
总理给中央和国务院写报
告，提出了农业十大中心任
务，其中第四项就是“在黄淮
海平原中选定适当地址，建
立试验研究中心，以解决河

北、山东、河南、皖北、苏北等
省区的旱涝碱综合治理和全
面发展生产的科学技术问
题”。

报告还强调不能再“单
打独斗”，这一问题不是一个
部门、一个学科或一个地方
所能解决的，必须组织土壤、
水利、气象等各学科的力量
开展综合性的研究。

两位副总理的报告，获
得了中央批准。而报告提出
的试验研究中心，1964年，
水电部、中国农科院和中科
院约请河南地方人员实地考
察后，圈定豫北，最后就确定
在封丘。

“选定封丘是因为这里
是黄淮海平原涝碱沙问题最
严重的地方之一，群众生活
极其困难，土壤面貌急需改
善。”上世纪60年代起为黄
淮海治理奋斗终身，相当于
半个封丘人的中科院南京土
壤研究所研究员傅积平先生
回忆。（本版照片均由席荣珖
先生提供）

重任压到了科学家们肩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科院的王遵亲、俞仁培等人在封丘地头参观指导。

1967 年
8月，一批科
研人员在中
科院封丘驻
地合影。他
们当时还都
是小年轻，后
来很多都成
了腕儿。

图为当
时河南沿黄
地区的盐碱
地，白色的
是农民治盐
碱的土办法
——把含盐
的表层土刮
掉堆成“盐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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