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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上午，东北师范大
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发布
了《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20-
2022》（以下简称《报告》），值得注
意的是，《报告》显示，全国有义务
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明显减
少，2021年与2012年相比，十年减
幅达47.20％。

《报告》是近三年研究人员采
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调查方式，
采集到了30余万份一手数据，在
自主调研数据和国家统计数据基
础上完成的。

《报告》显示，农村学前教育

快速发展，多项指标进步明显，如
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88.1％，农村
幼儿园数量占2/3；乡村教育部门
和 事 业 单 位 办 幼 儿 园 数 占
57.87％，全国在园幼儿普惠率达
87.78％等，同时也发现了农村幼
儿园专任教师增幅缓慢，学历层
次继续提高等方面的问题。

《报告》称，在义务教育阶段，
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成效明显，义
务教育在校生数持续增加，2021
年义务教育在校生数达1.58亿人，
比2012年增加1339.34万人。“十
三五”以来，义务教育城镇化率的

增长速度首次低于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的增长速度，义务教育城镇
化进程进入相对稳定发展阶段。
但其中63.44％乡村学生没有线上
学习经验，疫情期间乡村学生线
上教学参与率为91.93％。

而值得关注的是，在本次《报
告》中显示，90.9％的随迁子女就
读于公办学校或享受政府购买民
办学校学位服务，留守儿童数量
继续减少。2021年全国有义务教
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1199.20万
人，其中小学777.93万人，初中
421.27万人，占义务教育在校生总

数的7.59％。与2012年相比减少
1071.87万人，减幅达47.20％。

但仍然存在城乡教师差距、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增幅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农村义务教育办学条
件城乡差距总体较大等问题。

《报告》透露，农村高中阶段
教育发展迅猛，高中阶段普职结
构基本稳定，毛入学率超九成，但
条件保障落后于发展速度，如教
师缺口较大、随迁子女升普通高
中的机会较大、普通高中阶段学
校办学条件有待加强、中职增幅
偏低等。

在发布会的最后，东北师范
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院
长邬志辉教授说：“在乡村振兴背
景下，政府部门要对乡村校长教
师赋权增能，高等院校要全面加
强对乡村学校的专业支持，唤醒
乡村教育主体的变革意识和创新
精神，让他们在党的教育方针指
引下，积极主动地探索符合教育
规律的教育教学模式，让乡村学
校成为现代教育变革的实验室，
为中国教育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
展创出一条新路来。”城市晚报全
媒体记者 荣晓峰 刘昶

新华社长春12月25日电（记
者王昊飞 薛钦峰 王帆）吉林西部
地区有盐碱地上千万亩。贫瘠的
盐碱地曾因粮食低产让吉林西部
农民头疼，一度制约地方农业、生
态、民生等发展。

近10年来，吉林着力盘活水
资源这一关键要素，在白城、松原
等地探索河湖连通、以水改土、科
技赋能、引资奖补等绿色治理措
施，让一度生态恶化的西部重现水
草丰美、候鸟翔集的生态底色，实
现新增耕地46.62万亩，粮食产能
增加上亿斤，持续打造西部水稻和
冬捕水产两块金字招牌。

吉林盐碱滩又迎粮产丰年

一个月前，吉林省白城市镇赉
县莫莫格湿地送走年度最后一批
候鸟——这里是全球现存90％的
白鹤等涉禽往来于西伯利亚与大
洋洲的必经驿站。

在生态恶化的10余年前，白鹤
曾绕飞此地。如今，这里已是湖泡
纵横、稻田连片。“地越来越好，米
越卖越好。”镇赉庆江种植养殖农
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孟庆江说。
连日来，一辆辆货车从合作社所在
的镇赉县莫莫格蒙古族乡元宝吐
村驶出，车上载着11月上市的蟹稻
共养田新米，发往全国各地。

今年，吉林西部又迎粮产丰
年。镇赉是土地盐碱化最重县域，
全县半数以上耕地为盐碱地，在

“以稻治碱、以稻治涝、以稻致富”
的绿色治理接力下，这座种稻历史
不足40年的县城如今已连续5年
夺得全省水稻总产量第一县。

“改良之后，盐碱地真的成了
高产田！”在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
古族自治县套浩太乡腰围子村，种
粮大户朱洪德的稻田今年每亩产
量1200多斤，创造了他自2016年
改良盐碱地以来的单产纪录。这
几年在专家指导下，从土地整理到

灌水洗盐、施肥、选择耐盐碱品种，
朱洪德的稻田产量和大米品质逐
年提高。“每亩稻田比普通水稻增
收上千元。”他说。

据测算，全国15亿亩盐碱地
中有超1亿亩具有可开发利用潜
力。在吉林，盐碱地具体分布在西
部的白城、松原、双辽、农安等地。
2012年以来，吉林西部地区整治
开发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实现
新增耕地46.62万亩。根据农业农
村部的相关数据，我国14亿多人
口每天消耗70万吨口粮。按此计
算，这46.62万亩耕地每年产生的5
亿多斤粮食，大约可满足一个千万
人口城市两个月的口粮需求。

产粮大省吉林是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的重要压舱石。2021年，

吉林粮食产量首次迈上800亿斤
台阶。今年，吉林启动“千亿斤粮
食”工程，计划到2030年粮食综合
能力达1000亿斤。吉林农业干部
表示，吉林西部盐碱地的持续绿色
治理增强了吉林8年内200亿斤粮
食增量的底气。

盘活水资源重现生态底色

吉林西部历史上人均耕地、草
原、水域面积曾领跑全省，但20世
纪70年代起由于土地资源取予失
衡、林草资源缺乏保护、土地沙化、
盐碱化速度递增，成为“候鸟绕飞
区”。当时，松原查干湖面积从几
百平方公里“缩水”至几十平方公
里，守着湖边过日子的居民为了生
计，无奈把河道内的水盛出来，熬
盐、熬碱卖钱。

盐碱地主要划分为苏打盐碱
地、滨海盐碱地、内陆盐碱地等类
型，如今吉林西部就是苏打盐碱地
的集中分布区之一。吉林省大安
市自然资源局土地整理中心主任
王长志介绍，苏打盐碱地的土壤高
碱化度决定了其治理难度大。

谈及治理成本，中科院东北地
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刘淼认为，选对了方案，治理成本
就不会高，何况治理盐碱地算的是
事关农业、生态、民生永续发展的
大账。

在旱涝常伴的吉林西部，早在
20世纪80年代就已确定“以稻治
碱”路径，但长期受制于旱期无水
可用、汛期余水难存的先天不足。

治理盐碱地，关键在水利设施

的完善。吉林西部近年来启动河
湖连通等重大水利工程，依托自然
水系和兴修水利，以提水、引水、分
水将松花江最大支流嫩江以及洮
儿河、霍林河的富余水资源存蓄到
天然湖泡和湿地。通过江河互济
水网体系，使湿地、草原、森林等持
续恢复，也为“以稻治碱”提供了基
础保障。

记者今年夏天在松原市前郭
县套浩太乡查干吐莫村了解到，当
地去年新建的泵站为周边上万亩
稻田提供了充足的灌溉水源。该
泵站来自覆盖前郭、乾安、大安等
3个盐碱县域的松原灌区工程。
经过7年多建设，这项工程的12个
泵站已有9个建成使用，可就近满
足农业生产和生态涵养需要。

目前，吉林以构建“两纵四横”
全域水网为核心，系统谋划中西部
供水、“引嫩入白”扩建、大安灌区
二期、扶余骏平灌区等水利骨干工
程。吉林省水利厅副厅长刘志新
表示，这些工程将进一步优化水土
资源匹配格局，完善干支渠输水体
系，切实为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
综合利用提供水源保障。

今年，吉林省出台《关于开展
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
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到2025
年，建立规划引领、科学有序、技术
完备、生态安全的盐碱地等耕地后
备资源综合利用体系，开发盐碱地
等耕地后备资源实现新增耕地166
万亩；到2035年，开发盐碱地等耕
地后备资源实现新增耕地365万
亩。为确保新增耕地灌溉水源充

足，吉林未来每年还要新增3.2亿立
方米农田灌溉水量。绿水盘活，盐
碱地“喝饱”，也为科研进驻、资本
引入、产业融合注入了信心。

鱼米双飘香源自绿色引擎

“风好光好风光好，鱼香米香
鱼米乡”是吉林西部今年夏天出现
的形象宣传标语，折射出当地在绿
色发展理念的引擎下推进盐碱地
治理、做大水稻水产业态、建设清
洁能源体系、优化营商环境的综合
进程。

为了“藏粮于技”，近年来，吉
林西部持续开展土地整理项目，把
盐碱地平整成一个个可开发利用
的土地田块。全国多家科研单位
和企业相继扎根这里，采取工程、
物理、农艺、生物等技术措施，在整
理后的土地上开展土壤改良，消除
土壤障碍因素、改善理化性状，建
立土壤耕层，创造作物生长条件。

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
研究所通过添加改良剂、增施有机
肥以及选育耐盐碱地水稻品种等
实施配套栽培技术，形成了“良
田＋良种＋良法”的盐碱地高效治
理和综合利用模式。吉林省农业
农村厅副厅长包青春介绍，近年
来，吉林先后选育审定通过了一批
优质耐盐碱品种，包括5个玉米品
种、9个水稻品种、14个大豆品种，
为开发利用盐碱地奠定基础。

年初，大安市新平安镇长明村
等3个村屯的老旧房屋拆除后实现
新增盐碱耕地900多亩，大安市将
这部分耕地指标交易收益的一部
分作为奖补资金给予社会投资方，
由公司对新增耕地进行土地平整，
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并进行土壤改
良，实现新增耕地当年种出水稻。

近年来，随着吉林西部的生态
新变，一批外埠企业也纷纷来此投
资。在企业眼中，吉林西部位置

“不偏”，是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
省份接合带，有着区位优势、有投
资价值。

正值数九寒天，吉林西部也迎
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冬捕
季”。

冬捕，源自北方少数民族的原
始渔猎活动。自2002年松原举办
首届冬捕节以来，查干湖的知名度
越来越高。但“冰湖腾鱼”的盛景
并非松原查干湖独有，大安嫩江
湾、镇赉哈尔淖、洮南四海泡以及
无数泡沼冬捕点位在冬至过后春
节之前陆续“上线”，并结合美食、
民宿、冰雕等文旅产品吸引游客。

得益于对盐碱地的绿色治理，
如今的吉林西部已成为我国湖泊
密度名列前茅的区域，可养鱼水面
面积超20万公顷，在凛冬时节形
成蔚为壮观的“冬捕经济带”。

东北师范大学发布《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20-2022》

“绿色治理”使吉林46万亩盐碱地变良田

白城市镇赉县大屯镇英台村稻田（无人机照片，2022年7月16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帆 摄

白城市镇赉县的哈尔淖冬捕（无人机照片，2021年12月25日摄）。 新华社发（潘晟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