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张燕茹

营养丰富的果蔬，香糯可口的马铃薯，

鲜美嫩香的牛羊肉，品质优良的中药材……

在广袤的陇原大地上，一项项特色农业产业

蓬勃发展，一个个“甘味”农产品香飘四溢。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主心骨”。今

年，全省各地各部门聚焦做好“土特产”文章，

着力打造现代寒旱特色农业高地，乡村产业呈

现出结构趋优、效益提升、集聚发展的良好态

势。前三季度，全省一产增加值增长 5.8%，居

全国第 5；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7.9%，居全

国第 8，近十年来首次进入全国前十，实现了历

史性突破。

省委省政府先后出台“三年倍增”“两个牵

引”“甘味品牌”等一揽子政策措施，研究制定

全省特色产业提质增效“1+6”方案和现代设

施农业“1+1+5”系列文件，不断优化政策保障

机制，指导各地推动产业不断提质增效。

我省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出台高标准农田建设“1+3”政策文件，分

区分类明确建设模式和标准，全省累计建成

高标准农田 2870 万亩。争取并启动全国丘

陵山区小型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建

设 ，新 研 发 农 机 装 备 69 种 ，农 机 化 率 达 到

66.7%。深入实施粮食单产提升行动，预计全

省粮食总产达到 1266.3 万吨，粮食安全底线

守得更牢。

为壮大乡村产业规模，我省大力实施优势特

色产业三年倍增行动，预计今年全省优势特色

产业面积 4436万亩，全产业链产值 5791亿元，

比2020年增长63%。人工种植中药材、高原夏

菜面积产量均居全国第 1，马铃薯、苹果产量均

居全国第3，羊存出栏分别居全国第3、第6，牛存

出栏分别居全国第7、第8；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

的比重平均每年提高 2 个百分点，产业结构持

续优化。

聚焦“农头工尾、粮头食尾、畜头肉尾”，

创建国家级产业集群 6 个，实现六大特色产

业全覆盖，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9 个、产

业强镇 42 个。深入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

行动，编制“两库两册”，今年全省完成签约项

目 822 个、签约额 764 亿元，新增农产品加工

转规企业 59 个、营收千万元以上农产品加工

企业 107 个。成功举办康县美丽乡村国际论

坛、中国定西马铃薯大会、中国（静宁）苹果产

销峰会，省特色农产品及食品加工产业链在

全省产业链综合评价中排名前三。

我省大力推进以“甘味”品牌为引领的品

牌体系建设，培育“甘味”区域公用品牌 63个、

企业商标品牌 680 个，8 个区域公用品牌入选

农业农村部精品培育计划，在全国开设展销中

心 52 家，全省农产品网店达到 9.8 万家，“甘

味”品牌连续两年位居中国区域农业品牌影响

力指数百强榜首。

建立健全“一键报贫”机制，启动实施脱

贫人口增收三年行动计划，为 7.8 万户监测对

象精准落实产业帮扶措施，开展全国农业社

会化服务整省推进试点，经营主体累计带动

脱贫户 142 万户。举办五届“津陇共振兴”和

三届“鲁企走进甘肃”活动，与东部共建产业

园区 79 个，打造东西部协作示范村 23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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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黄土旱塬寒风凛冽，一片片抗旱耐密抗

倒的玉米自然脱水后等待收获，呈现一片丰收

景象，与往年裸露的农田形成了明显对比，寒冬

季节收玉米颗粒归仓成为现实，这是省农科院

一批科技人员十余年研究示范玉米延期低水分

机械粒收技术，带动玉米生产方式转变和农民

增收的结果。

为落实农业农村部玉米推技术提单产和省

委省政府粮食安全推进行动，省农科院以旱地

玉米覆膜密植全程机械化为核心，联合粮食种

植经营主体，通过土地流转和托管，在平凉市泾

川县高平镇和庆阳市镇原县上肖镇建立试验示

范基地，全膜双垄沟播技术配套耐密品种，连续

3 年实现了旱地玉米吨粮田。日前，经过专家

组现场机收实测，2023 年筛选出的 10 个玉米

品种，延期 50 天在冬季机械粒收，籽粒水分降

低到 16%至 18%，产量损失不足 3%，百亩示范

田陇单 636、迪卡 159、五谷 737、和恒 5266 四

个品种单产达每亩 1004 公斤至 1135 公斤，水

分利用效率 2.5 公斤╱（毫米·亩）。

“密植、机播、机收和生物降解膜带动了旱地

地膜玉米生产方式的转变，低水分机械粒收代替

了采穗收割，收玉米像收小麦一样简单已成为现

实。”在镇原县举办的旱地玉米推技术提单产培

训会上，国家玉米产业体系岗位专家李少昆说，

甘肃省农科院旱作农业创新团队长期坚守生产

一线，多年研发的多功能播种机实现了垄沟覆

膜、施肥、膜上穴播的艺机一体化，作业效率较人

工提高了近 10倍；全生物降解地膜代替常规膜，

机收后土壤深翻 30cm 秸秆全量翻压还田，一年

内土壤地膜残留量降低了 85%，土壤有机质显著

增加，实现了地膜减量与地力提升“双赢”。

近十年来，省农科院依托国家玉米产业技

术体系、省级科技重大专项的实践再次表明，陇

东旱塬尽管雨养旱作，但它是甘肃省粮食生产

功能区和仅次于河西走廊的优质粮食高产区，

连续几年一定面积上玉米吨粮田的实现和较高

的水分利用效率，预示着旱作节水增粮还有较

大潜力，通过科技进步坚守旱塬筑粮仓，将支撑

我省粮食总产迈上新台阶和牛羊草食畜产业的

持续发展。

省农科院潜心研究低水分机械粒收技术

陇 东 旱 塬 玉 米 再 创 吨 粮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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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大我省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科普宣传力度，推

动水生野生动物保护事业健康发展，近日，以“关爱

水生动物，共建和谐家园”为主题的 2023 年我省

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科普宣传月（进校区）活动在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启动。

活动中，来自甘肃农业大学的专家、兰州海洋

公园和海德堡兰州极地海洋世界的宣传员现场为

大家进行科普讲座，详细介绍我国以及我省水生

野生动物保护现状、物种保护知识，并通过水生野生

动物保护科普知识有奖问答，进一步普及水生野

生动物保护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公众保护

意识，传递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理念。

我省有独特的水生生态系统和多样的水生野生动

物，在省内黄河、长江、内陆河三大水系生存着115种鱼

类，其中有50多种为我国独有，现有1种国家一级保护

水生野生动物，17种国家二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为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我省先后建立了 28个水

生生物保护区，覆盖了 18种重点保护物种的主要栖

息区域。近年来，我省通过实施长江十年禁渔、黄河

禁渔期制度和全省自然水域全年禁渔制度，开展人工

增殖放流，打击非法捕捞等专项行动，保护和恢复生

物多样性，促进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逐步修复。

全省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科普宣传月启动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于晓明）

记者从省气象局获悉，全省高级别预警叫应联动服

务数据上报工作自今年 4 月启动以来，运行期间

系统稳定，数据上报及时准确。截至目前，上报叫应

信息551条、部署联动信息202条。

高 级 别 预 警 叫 应 服 务 是 指 通 过 当 面 汇 报 、

电话等多种方式，告知对方灾害性天气的时间、

强度、影响和预警级别，确认对方已知晓或知晓

后采取防范措施的互动式气象服务。高级别预

警叫应联动服务工作是中国气象局在全国实现

预警“叫应”业务化的重要部署。省气象服务中

心依托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的《专业

领域观测数据集更新升级及应用》项目，开发完

成全省气象防灾减灾预警服务平台预警叫应联

动服务模块，实现了与中国气象局公共服务中

心系统的对接。

在全省高级别预警叫应联动服务数据上报业

务运行过程中，省气象服务中心根据业务实际需

求，实时对系统功能进行完善与优化，及时提升平

台在信息填报、数据统计、系统管理等方面的自动

化程度，包括增加已推送数据和部署联动数据的

二次编辑功能，优化灾情直报监控、数据统计下

载、常规信息预置等功能，已先后八次完成预警叫

应联动服务模块的版本升级，为叫应工作的开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我省高级别预警叫应服务工作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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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农垦黑土洼农场的高原夏菜迎来丰收。 甘肃农垦集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