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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展会延伸到田间地头，绿色
是主题

绿色是甘肃农业发展的底气。本届农交会

上，甘肃各参展企业将绿色、健康作为“甘味”农

产品的特色进行重点推介。

色泽红艳、角条细长的辣椒，散发着浓郁的

辣香味，吸引了参观者纷纷驻足。

“姜维故里，椒乡甘谷。这是甘谷辣椒，有 400

多年种植历史。”甘谷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主

任杨保彦介绍，甘谷辣椒于2011年通过国家地理标

志认证，2020年入选“甘味”区域公用品牌目录，并

通过绿色标准化基地建设，提升辣椒品质。

据悉，今年甘谷县依托项目建成线辣椒标准

化育苗点 8 个，育苗量达 7500 万株，有效解决了

传统育苗方式存在病害、费工费时等问题，为全

县甘谷辣椒标准化生产提供了优质种苗，提升了

绿色标准化基地水平。目前全县种植辣椒 5 万

多亩，总产量 11.8 万吨、总产值 3.5 亿元。

发展“甘味”农产品，原生态“绿色”是主题。

“我们通过人工采摘、自然晒干、石碾加工，更好

地将辣椒营养成分保留下来，让辣椒保持手工制

作的原汁原味，开发的辣椒面、辣椒丝、辣椒酱等

10 多个系列 32 种产品，受到市场欢迎。”甘肃陇

上椒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彦斌介绍。

在酒泉展区，色泽艳丽的彩椒、辛辣扑鼻的

洋葱、紫红欲滴的敦煌葡萄……现场琳琅满目的

农产品让人目不暇接。

“酒泉市的无公害、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农

产品累计认证 250 个，居全省前列，酒泉洋葱、瓜

州枸杞、敦煌李广杏、金塔羊肉、玉门枸杞 5 个产

品被命名为国家名特优新农产品，全市 6 个区域

公用品牌、40 个企业商标品牌入选‘甘味’农产

品目录，成为引领酒泉农业绿色发展的风向标。”

酒泉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主任吴海霞说。

“肉苁蓉、锁阳是沙漠里的宝贝。”大漠农林

生态产业股份公司员工胡嘉惠讲述，公司 13 年

来在金塔县治理荒漠 42 万亩，栽植了梭梭、白

刺、红柳、胡杨等 5000 多万株。其中运用白刺接

种锁阳、梭梭接种肉苁蓉技术接种 15 万亩，肉苁

蓉和锁阳通过农业农村部中绿华夏有机食品中

心的认证。在农交会上，客商纷纷来洽谈合作事

宜，让她深深感到，保护生态就是产业发展。

通过展会平台洽谈合作，价格
是主角

在甘肃“甘味”苹果专题展区，参会嘉宾们品

味“甘味”苹果，并咨询价格。“这是庆阳苹果啊，

香甜清脆，汁液丰盈，怎么卖？”“12 枚装的‘瑞

雪’苹果售价 150 元，都是横径 85 毫米以上的果

子，今年很热销。”……

增收增产的关键，科技是支撑力量。

“我们从苹果栽植的核心技术上下功夫，建

成无毒自根砧矮化苹果苗木组培实验室 1000

平方米，年生产脱毒苗木 100 万株，实现了苗木

当 年 栽 植 成 园 、三 年 丰 产 盈 利 ，缩 短 了 收 益 周

期。”庆阳居立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张馨

文介绍，公司在镇原县太平镇枣林村建成标准

化果园 3000 亩，栽培了瑞雪、艾琪瑞、维纳斯黄

金、天红 3 号、米奇拉等 7 个苹果品种，果园丰产

后年产量 10 万余吨。

甘肃黄土高原土层深厚、土质疏松肥沃、海

拔高、光照充足，是全国苹果最适宜栽培区域之

一，有 18 个县区被农业农村部列为全国苹果栽

培优势区域重点县。田野里苹果产业拔节生长，

鼓起了农民“钱袋子”。

“今年苹果价格好，1 斤售价 4.8 元至 5 元，这

是近年来花牛苹果的‘天价’。”天水市麦积区田

润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俊兵一边摆布

展品，一边介绍。

同 样 感 受 到 市 场 价 格 利 好 信 息 的 还 有 天

水 市 麦 积 区 天 利 仁 果 品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负 责

人董天恩，他说：“今年麦积区花牛镇罗家沟村

的 620 亩苹果基地生产苹果 420 多万斤，客商

到 地 头 来 收 购 ，大 量 销 往 北 上 广 ，花 牛 苹 果 1

斤 售 价 3 至 5 元 。 我 们 还 剩 下 100 万 斤 的 库

存 ，希 望 通 过 农 交 会 这 个 大 平 台 ，将 苹 果 卖 到

山东及全国市场。”

“罗家沟海拔 1500 米，产的苹果属于山地

果，通风好、光照足，果子甜度高。加上我们的滴

灌水肥一体化，施有机肥，用黄黏板、诱虫灯等物

理防控病虫害，保证了苹果品质，优质才能优价

嘛。”董天恩向客商推介。

“ 我 们 在 农 交 会 的 直 播 间 带 货 推 介 ，为 永

登玫瑰化妆品销售加了一把火。在‘双 11’期

间 ，售 出 5000 多 单 产 品 。”永 登 县 玫 瑰 产 业 协

会 会 长 、甘 肃 江 峰 生 态 农 业 科 技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苗 西 江 坦 言 ，永 登 玫 瑰 是 甘 肃 特 色

农 产 品 ，但 不 能“ 一 枝 独 香 ”，他 们 把 当 归 、百

合、软儿梨等甘肃“独一份”农产品融合发展，

引 进 全 自 动 流 水 线 生 产 设 备 ，开 发 了 玫 瑰 百

合 饼 、玫 瑰 软 儿 梨 茶 、玫 瑰 当 归 化 妆 品 等 系 列

产品，热销市场。

琳琅满目的“甘味”农产品，一头丰富了市场

消费者的购买选择，另一头连接着陇原田野的累

累丰收硕果。通过农交会这个大舞台，使“甘味”

品牌深入人心，促进“甘味”农产品产销对接，从

而走向全国各地、走进千家万户。

——甘肃展团组织甘肃展团组织““甘味甘味””农产品参展农交会观察农产品参展农交会观察

““ 甘 味甘 味 ””入 鲁入 鲁 产 业 赋 能产 业 赋 能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朝霞

果 蔬 飘 香 ，肉 菜 丰 饶 ，来 自 陇 原 的

“甘味”农产品“走出去”，在“黄海明珠”

青岛精彩亮相，走向大市场，走进广大消

费者心里。

近 日 ，由 农 业 农 村 部 、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共 同 主 办 的 第 二 十 届 中 国 国 际 农

产 品 交 易 会（以 下 简 称 农 交 会）在 中 铁

青 岛 世 界 博 览 城 举 行 。 今 年 是 我 国 全

面恢复线下展会的第一年，甘肃展团组

织 省 内 200 多 家 企 业 、1500 余 种 农 产 品

参加农交会，集中展现了甘肃聚焦做好

“ 土 特 产 ”文 章 ，对 于 推 进 东 西 部 协 作 、

促 进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推 动 乡 村 振 兴 等 ，

具有特殊的意义。

△工作人员介绍庆阳

苹果。

△

展示采用石碾方式

加工辣椒。

甘谷县农业农村局供图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宝强

眼下，在河西走廊的田间地头，一台

台残膜回收机正开足马力，为农田“清肺

排毒”。随着机器的轰鸣声，一会儿工夫

就把地里的残膜卷起，集中放置到回收筐

内，机械所过之处，农田变得干净、平整。

全省农田残膜机械化回收作业观摩

交流会日前在武威市举办，来自我省各地

农机农技推广部门、省内外残膜回收机生

产企业、甘肃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地

膜回收利用企业的与会代表，针对如何解

决河西灌区残膜机械化回收等问题交流

探讨，为推动我省废旧农膜回收利用，助

力农业强省建设建言献策。

“以前残膜留在地里，被风刮得到处都

是，不仅影响人居环境，还危害土壤结构，

影响来年庄稼产量。现在机械化作业，残

膜回收效果非常好，大家积极性都很高，百

亩玉米地的残膜一天就收完了。”武威市凉

州区谢河镇谢河村三组村民谢润生说，以

前清理残膜需要先用拖拉机拉爬犁进行清

理，再用人工进行残膜捡拾回收，费时费

力，效果也不好。如今残膜回收全部采用

机械化作业，省时、省心又省力，原本掺杂

在土壤里的残膜也不见了踪影。

农膜是继种子、农药、化肥之后的第四

大农业生产资料。地膜覆盖具有增温保墒、

抑制杂草等功能，可有效提高农作物产量和

品质，特别是在干旱少雨的西北地区，可使

玉米、马铃薯等作物增产 30％以上，为保障

国家农产品供给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甘肃深居内陆，干旱半干旱区占全省

总面积的 76%。尤其在河西走廊境内，气

候干旱，降雨少、蒸发量大，对农膜覆盖技

术依赖程度高，农膜覆盖面积大、覆膜作物

种类多，废弃农膜回收利用对推进农业绿

色发展，乡村生态振兴至关重要。但大量

使用地膜后不及时回收也会造成地膜残

留，破坏土地结构、使土壤物理性状变差，

影响耕地质量，还会妨碍植物吸收水分及

根系生长，导致作物减产，污染很难消除。

多年来，我省加强农机农艺融合技术

攻关，研制适合我省不同地域特点的废旧地

膜回收机械，先后研发了多款技术成熟、作

业可靠的残膜回收机械，从以前的人工捡拾

变为全机械化捡拾，研发的产品还远销全国

多个地膜覆盖省份。目前，我省有近 20 家

生产企业研发生产了 50 多种残膜捡拾机

械，为残膜机械捡拾提供了科技支撑。

同时，持续在全省建立农田残膜机械

化回收示范点，示范推广适用的农田残膜

回收机械，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使我

省的农田残膜回收机械快速推广。并及

时开展残膜机械捡拾机械的鉴定服务，建

立农田残膜回收机械推广鉴定绿色通道，

加快残膜机械捡拾、机械鉴定供给能力及

推广应用，加大对农田残膜回收机械补贴

力度。目前，共有 23 家企业 55 个型号的

残膜回收机进入我省农机购置补贴系统。

在武威市凉州区谢河镇谢河村观摩现

场，国家特色油料产业技术体系胡麻机械

化岗位科学家、甘肃省现代丝路寒旱农业

机械化专家团队组长、甘肃农业大学机电

工程学院院长赵武云教授团队，开展河西

灌区玉米地表层残膜机械化回收关键技术

和装备研发，突破膜面碎秸清秸、起膜压茬

碎土、边膜精准起膜、高效膜杂分离、低含

杂集膜、自动化卸膜等关键技术，研发出适

宜 河 西 灌 区 玉 米 地 表 残 膜 回 收 的

11FMJS-140 型膜面清洁杆带伸缩

齿 式 卷 捆 自 卸 残 膜 回 收 机 和

11FMJS-140A 型膜面清洁卷

捆自卸残膜回收机，将机械化残

膜拾净率提高至90%以上。

“机具的研发，实现了

农 田 残 膜 高 质 高 效 机 械

化 回 收 作 业 ，提 高 了 农

田 地 表 地 膜 拾 净 率 ，降

低 了 地 膜 含 杂 率 ，节 省

地 膜 回 收 利 用 加 工 成

本 ，打 通 了 残 膜 回 收 利

用 产 业 链 。”赵 武 云 介

绍，当前残膜回收人工作

业费用为每亩 60 元，机械

作业费用为每亩 35 元，仅在

河西灌区玉米覆膜种植地推

广 应 用 ，可 实 现 节 本 增 效

9737.5 万元。

我省农业农村部门以农业绿色高质

量发展为目标，农田农膜农艺农机相结合，以

地膜回收利用加工产品需求为导向，持续推

进全省废旧农膜回收利用。2022年，全省各

类作物农用地膜覆盖面积 2794.09万亩，农

膜用量约21.74万吨，回收废旧农膜18.41万

吨，主要以玉米、马铃薯等覆膜作物为主，废

旧农膜回收率达84.68%。

——全省农田残膜机械化回收作业观摩交流会见闻

科 技 加 力 呵 护 农 田 安 全科 技 加 力 呵 护 农 田 安 全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马国顺
通讯员 谢 欢

乡风淳，乡村兴。建设文明乡风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要内容。近年来，玉门市高度重视乡风文明

建设工作，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

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倡导时代新风，为乡村振兴提供了

强大的精神保障。

艺术墙绘让乡村文化直入人心

在玉门市昌马镇昌马村，一幅幅手绘山水油画墙

格外引人注目，传递着爱我家乡的文明新风，油画艺术

墙已成为昌马村文化阵地建设的一大亮点。

“乡风文明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不可或缺，只有乡风

文明才能更好地凝聚民心、凝聚共识，才能更好地调动

农民群众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昌马镇

副镇长严锐说。

昌马镇在村镇环境风貌改造中，打造天境油画长

廊，邀请油画家把本地的特色、家风家训、好人好事、

村规民约、移风易俗等内容，巧妙绘成群众喜闻乐见

的油画，使之成为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宣传的重要阵

地。锚定“一村一主题，一路一特点”目标，丰富了群

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昌马的天境油画长廊已成为独具

特色的乡村旅游点。

文化符号让村庄有历史故事

昌马河流域因水草茂盛，相传为唐代名将樊梨花饲

养军马之地，故名“昌马”。昌马镇依托此传说，修建了

梨花驿站，古朴庭院，梨花满园，主题长廊写满诗词歌

赋，让人感受梨花诗词之韵、传统文化之美。深入庭院，

樊梨花雕像屹立，犹如梦回大唐，在这里不仅能体验田

园之乐，感受乡村之美，还能领悟历史文化的魅力。

随着乡村旅游兴起，来乡村度假休闲的人越来越多。家住昌马镇

昌马村的刘晓艳，瞅准了这一商机，把自家空闲的房屋装修改造，并与

村里签订了 10 年的合作协议，建成了集休闲、娱乐、住宿于一体的乡村

民宿，让她每年多了 5000 元的收入。

近年来，昌马镇挖掘特色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创作

了一批叫得响的乡村文艺精品。举办国际艺术驻留节、文化旅游艺

术节、农民丰收节等文化惠民活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乡风文

明焕发新气象。

如今，天境昌马旅游景区先后获得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甘肃

特色气候小镇”“昌马村省级乡村旅游示范村”“文旅振兴乡村样板

村”等殊荣。

传统手工艺让乡土文化有载体

昌马素有“传统手工艺品”传承地的美誉，民间盛行手工绣织。

为此，昌马镇鼓励当地妇女成立了玉门天境昌马手工艺制作有限

公司，汇集能工巧手，发展特色手工刺绣。农村巧手女工在传统手工绣

品工艺基础上融入现代时尚设计与美学元素，采用优质丝绸、锦缎、棉

布、丝线为原料，精工细作，创作出纯手工绣品。因其品种繁多、样式新

颖别致，昌马妇女零散手工艺品制作逐步向规模化、市场化发展。

在昌马印记手工艺品坊，专门设置了研学区域，让游客、研学人员

探索传统文化的魅力与特色，在艺术实践中体味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

的无穷魅力。昌马镇还充分利用农家书屋、诗词文化长廊、家风家训

馆、文化墙等阵地，在润物无声中植入民俗淳厚新风尚，持续推进农村

移风易俗，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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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残膜回收机。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宝强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甘肃综合展区。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由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王朝霞摄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于晓明
通讯员 刘建军

正值冬闲时节，陇南市成县镡河乡石

榴村的羊肚菌种植基地大棚内，仍是一片

忙碌，群众忙着挖桔梗、平整地，为来年羊

肚菌种植作准备。

“ 利 用 羊 肚 菌 种 植 空 闲 期 种 植 桔 梗

30 亩 ，预 计 每 亩 能 为 村 集 体 增 加 3000

元 收 入 ，还 为 周 边 100 多 名 群 众 提 供 了

务 工 机 会 。”石 榴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镡 仲 宏

介绍。

为提高村集体资金使用效益，今年，

石榴村采用入股、出租、承包等不同形式，

推动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成县鑫园农民专

业合作社合作，流转了 80 多亩土地，投资

兴建特色种植大棚，种植羊肚菌。在羊肚

菌丰收后，倒茬种植萝卜、桔梗等经济作

物，提升了土地综合收益，实现了村集体

经济“活水长流”。

镡 河 乡 建 村 地 势 较 低 、气 候 温 润 ，

丰 富 的 水 资 源 和 良 好 的 生 态 环 境 为 冷

水 鱼 养 殖 提 供 了 良 好 的 自 然 条 件 。 镡

河 乡 建 村 清 源 养 殖 专 业 合 作 社 负 责 人

佘 美 丽 到 陕 西 、四 川 等 地 考 察 后 ，投 入

60 多 万 元 建 成 冷 水 鱼 养 殖 基 地 ，“ 去 年

养 殖 的 2 万 尾 鲟 鱼 已 经 卖 掉 了 一 半 。”

佘 美 丽 介 绍 ，今 年 合 作 社 扩 大 规 模 ，引

进 1 万 尾 银 鳕 鱼 、1 万 尾 丁 桂 鱼 和 5000

尾鸭嘴鱼。

在冷水鱼养殖的示范带动下，镡河乡

以“政府引导+公司保障+合作社+农户”的

种植发展模式，大力发展魔芋、羊肚菌、桔

梗、花椒等特色种植产业，实现了“抓好一

个产业、富裕一方群众”的目标。

初冬，成县镡河乡乡村公路旁，潺潺

的溪水清澈见底，依着山势跌宕起伏，绿

水青山间的村舍宁静美丽。

“环境好了，心里乐滋滋的。路周边

都是花园、菜园，到处干干净净、平平整整

的。”谈起镡河村村里的变化，村民镡德政

竖起了大拇指。

“镡河乡地势低，生态良好。近年来，

我们大力推进乡村环境整治，改善村容村

貌。”镡河乡党委书记吴学红说，立足山水

镡河的目标定位，镡河乡以人居环境综合

整治和全域旅游线路节点打造为抓手，积

极组织拆除危旧房及残垣断壁，推进改

厕、改灶、改圈和庭院硬化等，大力推进人

居环境净化美化。同时，依托丰富的历史

古迹和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推进农文

旅深度融合。

走转型路、打创新牌、建美丽乡村……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参与

到美丽乡村的建设中。美丽的乡村处处

涌动着生机与希望，村美民富产业兴的幸

福愿景在成县镡河乡正变为现实。

成县镡河乡：村美民富产业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