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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天的奇迹：荒漠变沃土

“这个‘环保沙改生态圈’有2500亩，是易
志坚教授‘沙漠土壤化’技术团队和重庆辰砂生
态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辰砂科技）共建的，今年
已经种下葵花、土豆、苜蓿、大豆、花生、高粱等
作物，目前是第一期。”8月9日，在内蒙古鄂尔
多斯市杭锦旗库布齐沙漠土壤化项目基地，刁
礼华对重庆日报记者说，根据规划，到2028年，
这个“生态圈”将达到10万亩。

刁礼华是辰砂科技的母公司——重庆明进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考虑到他有
丰富的带团队经验，今年4月，公司决定让他

“挂帅”，负责推进库布齐沙漠土壤化项目。
尽管4月份才入场，错过了很多作物的最

佳种植季节，但刁礼华还是想试试，在这2500
亩连绵起伏的沙漠里，庄稼能长成什么样。

“沙漠土壤化”生态恢复技术的产业化没有
经验可循。刁礼华从零开始，平场、改性、水灌
溉、电供应、选种、化肥，他把这些要解决的困难
一一列出，排好时间节点。

为了加快平场进度，推土机、装载机、挖掘
机，都被改造成了“巨无霸”，在沙漠里日夜轰鸣
作战，提高了数倍的效率，为及时播种争取了宝
贵的时间。

“4月15日：人员、集团下属公司改造的机
械设备进场开始平整土地……5月中旬：总计
30天时间，完成2500亩平场，完成多台指针式
灌溉机安装……6月：完成2500亩沙漠改性，

并开始播种……今年主要种植作物：葵花、土
豆、苜蓿、大豆、花生、高粱、辣椒等。”刁礼华床
头放着的一本笔记本上，清楚地记下了项目基
地一天天的变化。

沙地的改造，也吸引了十余里外的王候喜
关注。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老把式”，最
开始听说有人准备在沙地里种庄稼时，王候喜
哈哈大笑，摇摇手说：“不可能，不可能，我62岁
了，从来就没见人在这片沙地里种活过庄稼。”

沙漠给了王候喜太多痛苦的回忆。“种在地
上，收靠天上。”这几年，每年受8级的大风和突
如其来的冰雹袭击，他承包的千多亩地年年亏
损，把多年的积蓄耗费殆尽。

对于刁礼华一帮人整天忙里忙外，他充满
了好奇和质疑。他看着工人们拿出一包包类似
黏土的东西撒进沙地里，再开动灌溉机的浇灌。

“等着吧，接下来有你们好看的，估计就是
白忙活。”王候喜心里想着。但令他意外的是，
种子播下去以后，竟然几天就冒出了嫩芽。

到8月3日，离进场110天过去了。王候喜
站在基地观景平台上远远望去，昔日荒芜的沙漠
竟然变成了绿洲！粗壮的高粱齐人肩膀、绿油油
的苜蓿随风摇曳、成片的向日葵向阳而生，土豆
和辣椒等蔬果，被摘进了工人们的食堂进行加
工。

“庄稼能在沙地上长活就很了不起，没想到
还能种成这样，真是个奇迹！”王候喜好奇地走
进种植基地，他欣喜地摸着高粱、拨开小麦，闻
着向日葵和苜蓿的草香，打开“快手”，上传着一

段又一段视频，和他的粉丝们分享着这里发生
的“奇闻”。

对于库布齐项目基地发生的一切，重庆明
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邹贤明却并不意外。
他信心满满地说，“有了今年的基础，我相信明
年结出的果实还会更丰硕。”

邹贤明介绍，公司拟总投资5亿—10亿元，
计划分三期实施，今年一期完成2500亩种植，
2023-2024年约实施3万亩，2025-2028年约
实施6.5万亩，共实施约10万亩。他说，“这里用
的是流到沙漠的黄河凌汛水，条件很好。我们
的目标是在库布齐建立国家级沙漠生态修复示
范基地和技术产业化研究院，为防沙治沙、生态
修复、乡村振兴、碳中和碳达峰贡献一份力量。”

“狼尾草还长在地里就被订光了”

“赵老师在哪里？”无论是在内蒙古乌兰布
和沙漠试验基地，还是在库布齐项目基地，总能
听到大家提到“赵老师”这个名字。

众人口中的“赵老师”，就是重庆交通大学
沙漠生态研究院副院长赵朝华。作为“沙漠土
壤化”生态恢复技术研发团队的核心成员，该技
术的产业化之路开启，他成了最忙碌的人之一。

在库布齐项目基地的简易工棚里，1号宿
舍是赵朝华“安营扎寨”的地方。他的全部家当
就是一个箱子，里面只装了几件换洗的衣服。

“随时都需要出差，我拎上箱子就可以走。”
赵朝华经常奔波在乌兰布和、库布齐、塔克拉玛
干等不同沙漠之间，长期在沙漠里搞科研，回重

庆就成了梦想。
不过，一说起工作，赵朝华脸上就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他打开手机相册，里面几乎全是每
天记录的沙地变化。翻出微信，每一个对话框
基本都在聊着技术和项目对接的事情。

“你看，这是我们当时在山西黄河沙滩地选
址的经过。我们跟当地政府说，一定要选寸草
不生的沙滩地，如果以前种植过作物的，不具有
试验性。”打开一段视频，赵朝华和同事们在一
片光秃秃的沙滩地上来回做着测量；赵朝华又
点开下一段视频里，20亩黄河沙滩地上已经长
出了成片的高粱。

赵朝华介绍，“沙漠土壤化”生态恢复技术
今年“试水”产业化推广，面积最大的是库布齐
项目基地，面积第二大的基地在新疆若羌戈壁
滩上。

“那里种植了600亩当地牧民特别喜欢的
御谷狼尾草。从今年6月16日开始种植，现在
已经长得有人那么高了。头一茬每亩可以收获
2.5吨。”赵朝华说，由于御谷狼尾草细嫩，青绿
多汁，营养丰富，消化率高，富含蛋白，所以草还
长在地里时，就已经被当地的农户订光了。

“沙漠土壤化”生态恢复技术推进产业化的
成本有多高？赵朝华向记者算了一笔账。通
常，1亩沙地的改造成本在2000元到5000元
之间，一台旋耕机每天可“成土”50亩以上。在
种植一年后，沙里的微生物种群和数量达到甚
至超过了对比的土壤样品，可长期受用。

经过该技术改造后的沙地，作物产量高。

“比如，2019年改造后的沙地，高粱平均亩产
789公斤，比全国平均亩产324公斤高出一倍
多。”赵朝华说，在南疆地区种植的牧草，可收割
三茬，亩产达到6吨以上。每吨牧草的售价在
四五百元，而种植成本每亩800元左右，三四年
就能收回全部成本。如果种植果蔬，只要管理
得当，盈利更佳。

在技术团队看来，“沙漠土壤化”生态恢复
技术的产业化开启，不仅仅可以在内蒙古、新
疆、山西，四川若尔盖的沙化草地、西藏大片的
沙化地等地实施，还可在中东沙漠、非洲撒哈拉
沙漠等地推广。

如果改造我国1%的沙化土地，就可
获得2600万亩可利用土地

“‘沙漠土壤化’生态恢复技术自2008年至
今，历经10多年的研究和试验示范，在国内外
的中试面积已达2万亩，获得授权国内发明专
利18项、国际发明专利7项。可以说，它已经
形成一整套较为成熟的理论与技术、施工工艺
和方法，具备了做产业化推广的条件。”采访中，
易志坚满怀信心。

他说，在乌兰布和沙漠示范区，完成试验的
地区防风固沙效果显著，生态环境也明显改善，

“除各类植物竞相生长外，蛙类、老鼠、鸟类和许
多昆虫也在改造地安了家，狐狸、獾、野猫、野兔
也不时光顾。”易志坚指着一片长满草和灌木的
地块告诉记者：“这是我们筑造的荒漠生态区，
沙漠土壤化后种植了柠条、花棒等耐旱植物。
2018年以来，这些植物一直未人工灌溉，在自
然条件下生长，如今已形成生态屏障。”

“你看这些大豆苗，每一株都结了超过30
个豆荚，其他地方很少见的。”漫步在乌兰布和
沙漠示范区，易志坚带着我们在一块今年新开
的“自留地”前停下了脚步。他弯腰拨开大豆的
枝叶，托起一串串沉甸甸的豆荚向记者展示。
今年第一次种的60亩大豆，就能达到较高的产
量，让易志坚感到惊喜。他说：“大豆能够在沙
漠土壤化地里生长并形成高产，这对保障新时
代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显示，全国耕地面积
为19.18亿亩。而我国沙化面积达25.95亿余
亩，占整个国土面积的18%。“如果将‘沙漠土壤
化’这项技术用来改造我国1%的沙化土地，就
可获得2600万亩可利用土地。”易志坚兴奋地
说。

“力学遇见沙漠，是我一生的荣幸。”易志坚
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他说，农业的根本出
路在科技，他正在“造梦”。

到达库布齐当晚，易志坚拿出一瓶高粱酿造
酒向我们推荐道：“这是我们利用沙漠种出的高
粱酿成的酒。它有一个浪漫的名字——沙之
约。”

“目前‘沙之约’高粱酒的生产规模不大，也
没怎么宣传，算是我们的一种产业化探索吧。”

“沙之约”的味道萦绕在每个人的舌尖，易志坚
说，他和团队与广袤的沙漠达成“约定”：把沙子
通过力学“约束”成土，向沙漠要绿色，要效益。

从今年开始，重庆交通大学副校长易志坚教授领衔“沙漠土壤化”生态恢复技术团队，与重庆辰砂生态
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校企合作形式，在内蒙古库布齐沙漠共建10万亩“环保沙改生态圈”——

“沙漠土壤化”开启产业化之路

▲

八
月
八
日
，大
型
喷
灌
设

备
正
在
对
向
日
葵
地
进
行
喷
洒

作
业
。▲

八
月
七
日
，内
蒙
古
库
布

齐
沙
漠
土
壤
化
项
目
基
地
，沙
漠

中
茁
壮
成
长
的
向
日
葵
。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吉日

嘎朗图镇黄介壕嘎查村二社，62岁老

农王候喜站在齐人高的高粱地里东看

看西瞧瞧，十分好奇。他有点想不明

白——打他小时候记事开始，这片从

来没有人种活过庄稼的沙漠，怎么就

长出了比他机械化耕耘的田地里还要

高、还要绿的高粱。

王候喜不知道的是，这片沙地名

叫“环保沙改生态圈”，是重庆交通大

学副校长易志坚教授领衔“沙漠土壤

化”生态恢复技术团队和重庆一家生

态科技公司共建的。

他更不知道的是，对于“沙漠土壤

化”技术研究团队来讲，这个生态圈意

味着一个全新的开始。

“沙漠土壤化”有哪些新进展？带

着疑问，8月9日，重庆日报记者前往

内蒙古进行实地探访。

□本报记者 李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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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内蒙古库布齐沙漠，沙漠土壤化项目基地里绿意盎然。 本版图片由记者万难、龙帆摄/视觉重庆

8月16日，国家电网红岩（长寿农
网）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重庆穗花食
为天粮油有限公司，了解用户用电需
求，帮助排查安全隐患。

作为全国的产粮大区，长寿区年
种优质稻谷32.8万亩，年产优质稻谷
20万吨，素有“天府膏腴之地，川东鱼
米之乡”之称。眼下正值秋收季，万亩
水稻迎来了大丰收。为确保丰收季节
粮食企业生产电力十足，国网长寿供
电公司结合安全用电示范镇（街）创建

工作，多措并举，以可靠供电和优质服
务确保企业生产不差电。

在穗花食为天公司生产车间内，
一台台大型机械设备正在轰隆隆地
运转不停，初清筛、振动筛、去石机、
谷糙分离机……颗颗金灿灿的稻谷
经过脱壳、打磨、抛光等多道工序后
变成粒粒晶莹剔透的大米。包装车
间内，加工好的大米被打包成袋销往
全国各地。穗花食为天公司系我市
最大粮食加工企业，粮食日加工能力

达1000吨。
企业要顺利生产，电力是关键。

为保障辖内秋收企业安全稳定的电力
供应，秋收期间，长寿供电公司组织人
员开展点对点上门服务，对企业供电
设备进行安全用电检查和用户设备运
维指导。

“目前正处于粮食加工高峰期，我
们每天都要加班加点生产，厂内设备
基本都用电，多亏有你们上门帮助检
查用电隐患，让我们企业吃下了定心

丸，有了安全可靠的供电保障，我们才
能开足马力生产。”说起国网长寿供电
公司对企业的支持，该公司负责人竖
起了大拇指。

近几年，长寿区粮食产量逐年
攀升，除大型粮米加工厂外，以粮食
深加工为主的个体小作坊等小微企
业也发展兴旺，并成为该地区群众
致富的主要渠道之一。为更好地服
务粮米加工等小微企业，助力乡村
振兴，国网长寿供电公司定期组织

党员服务队上门服务，详细了解企
业生产经营状况，为企业安全用电
提供业务指导和技术服务，细心排
查用户线路及用电设备，及时消除
用电安全隐患，积极指导企业在用
电高峰期避峰、让峰、错峰用电。同
时，从客户角度出发，为容量变更、
计量计费等做好跟进服务，量身定
制用电方案，帮助客户减耗能、降成
本、增效益。此外，该公司实施“互
联网+”线上办理和预约上门服务，

实现低压用户办电全程“一次都不
跑”，高压用户“最多跑一次”，为小
微企业用电提供了及时便捷的业扩
报装服务。

据了解，目前国网长寿供电公司
已组成10支党员服务队，走访粮米加
工等小微企业百余家，消除用电设备
安全隐患65处，提供技术指导80余
次，开具“省电秘方”30个，赢得了小微
企业用户的一致好评。

刘科研 杨勇

国网长寿供电公司：上门服务 为“米袋子”生产保驾护航

经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批准，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决定公开出让工业园区水江组团GY07分区12/04（B）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区规划自然资
源局委托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具体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此次公开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如下表)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南川规资（土地）告字〔2022〕6号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自然人、法人及其它组

织均可申请参加，可以独立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但
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以及凡在我区欠缴土地
出让价款、造成土地闲置等违约行为的除外）。

三、公告时间
2022年8月22日12时00分至2022年9月13

日12时00分，相关资料由竞买人在重庆市公共资源
交 易 网（南 川 区）（https://www.cqggzy.com/
nanchuanweb/）自行下载获取。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22年9月13日12
时00分。

保证金账号：详情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南川区）

（https://www.cqggzy.com/nanchuan -
web/）。

递交竞买文件时间：公告期内（工作时间）。地
点为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
请条件的，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将在2022
年9月13日15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出让方式及相关要求
出让方式：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以拍

卖或挂牌方式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人在2
人以上（含2人）实行拍卖出让，1人实行挂牌出让。

公开出让时间：①以拍卖方式出让为2022年9
月14日9时30分（如有变动另行通知）②以挂牌方
式出让为2022年9月14日15时30分（如有变动另

行通知）。
公开出让地点：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受让人的确定：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

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受让人。
五、联系方式
（一）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联系人：赵女士
联系地址:南川区商务中心右副楼二楼
联系电话：（023）71610555
（二）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23）71421580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2年8月19日

编号

NC2022让
8-3-2

地块名称

工业园区水江组
团GY07分区
12/04（B）地块

建设用地面
积（㎡）

22155㎡（约
33.23亩）

规划指标要求

产业准入类别：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其固定投资强度≥
52万元/亩，固定产出强度≥667万元/亩，土地出让年限为50
年。该工业项目容积率下限为0.6。建筑控制高度：40米。工业
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其占地面积和建筑面
积分别不得大于项目总建筑用地面积和总建筑面积的7%。海
绵城市规划条件：地块的年径流污染物去除率不低于50%。其
他规划条件按南川规资条件〔2022〕0004号执行。

用地
性质

三类工业
用地

出让年限
（年）

5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266

起始价
（万元）

266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债权资产公开竞价出售公告
我分行将通过公开竞价方式对部分债权资产进行出售，现将

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拟出售的债权资产：由部分不良债权资产及相关权益组

成。债权资产初定本金余额人民币1.47亿元左右。主债务人及担
保人主要分布在重庆、三亚等地。债权资产最终项目及金额以正
式交易文件为准。

二、报名单位：需依有关规定具备受让相应债权的主体资格。
三、资格审查：我分行将对报名单位进行资格审查，报名单位

通过资格审查后取得意向方资格，我分行将向意向方提供相关资
料、安排尽职调查等事项。

四、报名方式与时间：报名单位提交纸质债权竞价报名表进行
报名（竞价报名表格式请与我分行联系人联系取得）。报名时间自
即日起至2022年9月19日17点00分（北京时间），可通过专人提
交或以特快专递邮寄方式送达至本公告第六条所述的报名文件接
收地址，送达时间以我分行收件人签收时间为准。传真文件一律
不予接受。

五、交易基准日与报价日
1. 交易基准日：2022年7月21日
2. 报价日：2022年9月19日

交易方式：上述债权资产将通过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挂牌交易,
具体请关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资产处置公告。上述报价日为初
定，如有调整，以天津产权交易中心资产处置公告为准或联系我分
行获取。

六、其他事项
1. 本公告不构成出售上述债权资产的要约。意向方可根据我

分行发送的相关交易文件规定的条件报价竞买上述债权资产。在
双方签署债权转让合同之前，我分行不对任何潜在的或我分行给
予交易资格的意向方承担任何责任。

2. 有意向者可委托1-2人与我分行接洽并参加公开竞价等。
3. 报名文件接收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黄山大道中段67号信达

国际3幢
收件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资产保全部
邮编：401120
4. 分行联系人
薛先生，电话：023-88280823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2022年8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