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江布设1428个土壤监测点位 实现市县全覆盖

近日，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动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了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全省已布
设1428个土壤监测点位，实现了市县全覆盖。这一数字背后，是黑龙江对黑土地保护的坚定承诺和科学实践。作为我国重
要的粮食生产基地，黑龙江的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其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然而，长期的农业开发和
环境变化让黑土地面临土壤退化、污染等威胁，亟需系统性保护措施。此次布设的1428个土壤监测点位，覆盖全省124
个县市、区，堪称一次全面的土壤“体检”，为精准施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土壤监测点位的布设并非简单的数据采集，而是黑
龙江省在“十四五”规划中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入落实。据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林奇昌介绍，这些点位通过对土壤的物理、化
学及生物指标进行长期监测，能够及时发现土壤污染、退化等问题。例如，针对重金属污染、农药残留等潜在风险，监测点位
将定期采集样本，分析土壤健康状况，为后续治理提供数据支持。与2018年启动的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相比，此次监测点位
的覆盖范围更广、密度更高，显示出黑龙江在黑土地保护上的决心和力度。值得一提的是，土壤监测点位的布设还与农业生产
密切相关。黑龙江作为产粮大省，粮食产量占全国的十分之一以上，土壤质量直接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通过1428个
监测点位，相关部门可以掌握土壤养分分布、酸碱度变化等信息，为农民提供科学的种植指导。例如，在某些区域发现土壤有
机质下降后，可通过施用有机肥、轮作休耕等方式进行改良，从而提升耕地质量，保障粮食安全。这种“数据驱动农业”的模
式，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为绿色农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此外，土壤监测点位的全覆盖还体现了区域协同的理念。黑龙江省
在布设点位时，充分考虑了各地土壤类型的差异，如松嫩平原的黑土、三江平原的沼泽土等，针对性地设计监测方案。例如，
松嫩平原的黑土区因水土流失问题较为突出，监测点位会重点关注侵蚀强度和有机质流失情况。而三江平原的湿地土壤，则更
注重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监测。这种因地制宜的策略，确保了监测数据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为制定差异化的土壤保护政策提供
了依据。在技术层面，黑龙江的土壤监测工作也引入了先进手段。部分监测点位配备了自动化监测设备，可实时采集土壤温湿
度、污染物浓度等数据，并通过物联网技术上传至云平台进行分析。这不仅提高了监测效率，还降低了人工操作的误差。此外
，黑龙江还与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合作，整合多源数据，形成土壤环境大数据平台，为科研和决策提供支持。这种科技
赋能的土壤保护模式，标志着黑龙江在生态环境治理上迈向智能化、精准化。然而，土壤监测只是黑土地保护的第一步。监测
点位发现的问题，还需后续的治理和修复措施跟进。例如，对于污染严重的土壤，可能需要采取土壤改良、植物修复等技术，
而这些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时间。黑龙江省已明确，将在“十四五”期间持续加大投入，推动土壤污染防治与修复工程。此
外，公众参与也被提上日程，通过宣传教育，鼓励农民和企业共同参与黑土地保护，形成全社会共治的良好局面。此次土壤监
测点位的全面布设，不仅是黑龙江对黑土地保护的实际行动，也为全国其他农业大省提供了借鉴。黑土地的健康，关乎粮食安
全和生态平衡，而1428个监测点位的启用，标志着黑龙江在这一领域走在了前列。未来，随着监测数据的积累和治理措施
的推进，黑龙江的黑土地有望焕发新的生机，为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原文链接：https://hz.one/baijia/黑龙江-土壤监测点位-2507.html
PDF链接：https://hz.one/pdf/黑龙江布设1428个土壤监测点位 实现市县全覆盖.pdf
官方网站：https://hz.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