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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马国顺

32.8 万户农户用上了科学储粮仓；农户

储粮环节减少损失 3%-5%；全省各粮食产

后服务中心节粮减损 1.5 万吨。近年来，甘

肃省粮食流通行业持续发力、精准施策，扎

实推动我省节粮减损工作走深走实。

节粮减损就是增收

为 了 提 升 粮 食 储 备 效 率 和 品 质 ，我

省 粮 食 储 备 部 门 积 极 协 调 各 方 力 量 ，全

面 建 成 国 家 优 质 粮 食 工 程 安 排 的 64 个

粮 食 产 后 服 务 体 系 项 目 ，实 现 全 省 产 粮

大 县 全 覆 盖 、辐 射 粮 食 主 产 区 域 。 地 方

粮 储 企 业 依 托 粮 食 产 后 服 务 中 心 向 农 民

提 供 “ 五 代 ”服 务 ，解 决 收 获 后 卖 粮 、储

粮 、烘 干 、清 理 等 难 题 ，减 少 产 后 损 失 ，

积 极 开 展“ 粮 食 银 行 ”、合 作 订 单 、上 门

收 购 等 业 务 ，方 便 农 民 及 时 售 粮 。 粮 食

入 库 质 量 品 质 明 显 提 升 ，实 现 优 质 优 价

促 农 增 收 。

2022 年，全省粮食产后服务中心共开

展代清理整理 11.9 万吨、代干燥 14.7 万吨、

代储存 5.4 万吨、代销售 13.4 万吨、代加工

0.3 万吨，开展订单收购 9.7 万吨，带动种粮

农户增收 1400 多万元，农户亩均减少损失

300 元左右。

不仅是产销环节，农户自储粮的安全

减 损 也 进 入 了 粮 食 储 备 部 门 的 工 作 视

野。一直以来，我省积极推动农户科学储

粮 项 目 ，全 面 助 推 农 户 储 粮 节 粮 减 损 ，受

到 各 级 政 府 的 高 度 重 视 和 农 户 的 普 遍 欢

迎。据统计数据显示，全省 32.8 万户使用

科 学 储 粮 仓 的 农 户 有 效 减 少 了 抛 洒 、霉

变 、虫 害 等 储 粮 环 节 的 损 失 ，改 善 了 储 粮

环境，提高了储存品质。户均减损率 3%-

5%，每 年 每 户 减 少 储 粮 损 失 115 斤 ，直 接

助农增收约 150 元。

管理科技化赋能节粮减损

粮食好不好，除了种植环节，更为关键

的在于储存和管理上。节粮减损一分，即是

增收增产一分。

我省粮食储备部门，在储存环节推广

适用于本地区的储粮“四合一”新技术，应

用 环 流 熏 蒸 、粮 情 测 控 系 统 、机 械 通 风 仓

容 分 别 达 到 标 准 仓 容 的 65%、72%、72%，

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占到 37.3%。利用前

沿的科技手段，粮食仓储的效能得到显著

提 升 。 全 省 科 学 保 粮 率 稳 定 在 96% 以

上 。 国 有 粮 库 储 藏 周 期 粮 食 综 合 损 失 率

控制在 1%以内。

“十四五”期间，我省建设了一批高标准

粮仓，全省完好标准仓房仓容 751.7 万吨，

并大力推进粮食流通“四散化”，着力降低流

通成本。

2022 年以来，实施绿色仓储提升行动

项目 8 个，总投资 1.08 亿元，新建高标准仓

9.35 万吨，改造旧仓 4.89 万吨。省级财政

每年安排 1000 万元粮库维修改造资金，引

导支持绿色储粮技术推广应用。

在粮油加工环节全面倡导适度加工、合

理加工，推进面粉加工设备智能化改造，引

导油脂油料适度加工，加强粮食资源综合利

用，延伸粮油产业、产品链条，力争做到“吃

干榨尽”，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失。

全链条健全节粮减损制度体系

节粮减损绝不是粮食储备部门或粮油

企业单方面的事，全社会的参与和支持，才

是把节粮减损落到实处的有效手段。

近年来，我省按照国家《粮食节约行动

方案》要求，相继出台了《甘肃省贯彻落实

〈粮食节约行动方案〉的若干措施》《甘肃省

粮食储备安全管理办法》等配套法规制度，

将节粮减损工作纳入全省耕地保护和粮食

安全责任制考核，坚持党政同责，压实工作

责任。明确了粮食和储备系统和各有关部

门的具体职能，紧盯粮食全产业链各环节，

密切协作，形成合力，确保了全省节粮减损

工作有力有序开展。

在动员社会各界参与节粮减损方面，

我省每年组织开展“粮食科技活动周”“世

界粮食日暨粮食安全活动周”“陇上好粮油

进村进社区”等活动，制定了《甘肃省粮食

安全教育基地管理指南》，遴选发布了一批

国家级、省级粮食安全宣传教育基地，现有

国家级基地 2 个，省级基地 21 个。各地依

托各级“中小学爱粮节粮教育基地”“粮食

安全宣传教育基地”及“粮库开放日”等载

体常年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持续宣

传节粮减损经验做法和典型事例，发布爱

粮节粮倡议书，广泛宣传粮食安全和爱粮

节粮知识，引导群众合力营造全社会珍爱

粮食、杜绝浪费的良好氛围。

——我省粮食流通行业全产业链推进节粮减损观察

从“节粮减损”到“科学优储”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海晓宁
通讯员 张 科 董春辉

家家户户庭院整洁美丽，村道上私家车

来往穿行，不少村民在外买了楼房，手头还

有不少积蓄……

地处平凉市庄浪县西南部的万泉镇，这

些年因发展苹果产业而成为令周边人羡慕

的地方。今年，该镇被认定为全国乡村特色

产业产值超十亿元镇。作为庄浪县最早发

展苹果产业的乡镇之一，万泉镇突出重围，

因“果”而闻名。

“ 这 一 成 绩 的 取 得 ，核 心 依 靠 的 是 苹

果！”万泉镇党委书记刘兵强介绍，全镇共有

耕地总面积 3.95 万亩，其中果园面积 3.78

万亩，占比 97%，按亩均 3 吨、每斤苹果 4 元

钱算，收益在九亿多元，再加上其他附加值，

总额将超过十亿元。

以 瓜 果 之 乡 闻 名 的 万 泉 镇 ，地 处 暖

温 带 半 湿 润 半 干 旱 气 候 的 过 渡 带 ，其 苹

果 产 地 多 在 地 势 较 缓 的 山 地 梯 田 和 河 谷

川 地 ，有 利 于 苹 果 进 行 光 合 作 用 ，储 备 丰

富 营 养 物 质 。 同 时 ，也 有 利 于 其 表 面 着

色，增加美观度。

20 世纪 90 年代，万泉镇的发展面临人

多地少的矛盾，在有限土地上种植农作物，

已不能满足人们的经济需求。面对困境，万

泉镇把发展的希望寄托到种植苹果上。先

川后山，一棵棵苹果树苗如雨后春笋般，迅

速形成了种植规模。

随着苹果种植的持续发展，作为产业链

延伸的果库生意也开始兴盛起来。“建立果

库主要是延长销售周期，从卖一季向卖四季

转变；同时，苹果错峰销售，实现了利益最大

化。”万泉镇镇长郭翔说。

来 到 万 泉 镇 万 千 红 果 库 ，厂 房 宽 敞

整 洁 ，一 间 间 装 满 苹 果 的 冷 藏 室 依 次 排

列 ，工 人 们 正 忙 碌 着 分 拣 刚 从 冷 库 拉 出

来 的 苹 果 ，装 箱 一 车 车 地 运 往 全 国 各 大

销售市场。

“我是万泉镇万川村人，刚开始只是自

己种植苹果，后来发现效益不错，就扩大承

包规模。”果库的负责人万君铭说，他的果库

主要是收集万泉镇以及周边乡镇的苹果，在

方便老百姓销售苹果的同时，也利用市场规

律的变化，获取差价收入。

据了解，万泉镇现有果库 17 家（总储

藏能力 11.5 万吨），电商服务网点 21 家，物

流 快 递 企 业 13 家 ，苹 果 贩 运 大 户 100 多

户，果品经纪人 300 余人。这些产业链条

中的关键流通环节，助推了万泉镇苹果产

业高质量发展。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面对优胜劣汰的

市场竞争环境，万泉镇与时俱进推进老旧果

园改造提升和苹果高新技术园区建设工作。

在万泉镇苹果产业高新技术示范园，一

棵棵整齐排列的苹果树苗向阳而立，连绵于

广阔河川田地间。

“示范园的与众不同和独特价值就在于

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机制的‘四新’。

我们种植秦脆、瑞香红、维纳斯黄金等新优

品种，与此同时，示范园采用高架立体结构，

方便水肥管理和机械化操作。”万泉苹果产

业高新技术示范园负责人马军红说，该示范

园是万泉镇和德美集团合作的招商引资项

目，意在以新代旧，示范引领万泉镇苹果产

业更好发展。

据介绍，该示范园和老旧果园相比，无

论是产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提升。“老旧果园

一亩 50 棵左右苹果树，亩产 3 吨，而示范园

亩均 190 棵苹果树，亩产 5 吨。示范园采用

有机化种植方式，所产苹果有机质含量高，

口味更好。”马军红说。

邵太义是万泉镇邵坪村人，1991 年初

中毕业后就开始种苹果。这一种，就是 30

多年。这么多年，他用勤劳的双手，致富了

一家人。

“我种了 15 亩苹果，年均收入在 15 万

到 20 万元之间。我觉得种苹果是万泉人发

家致富的不二选择，只要你吃苦耐劳、善于

学习……”邵太义这位务果能手，说起发展

苹果产业，似乎有说不尽的话语。

万泉镇在发展苹果产业的同时，也辐射

带动了周边乡镇种植苹果，发展果业经济。

“我在朱店的一个表弟，之前一直在外

打工，现在也种起了苹果。现在他一有问题

就打电话咨询。”邵太义说。

而 今 ，走 在 庄 浪 县 的 大 多 乡 镇 ，一 棵

棵苹果树上结出的红苹果，撑起了越来越

多老百姓的钱包，也撑起了乡亲们致富奔

小康的希望。

——庄浪县万泉镇延长苹果产业链见闻

苹 果 映 红 致 富 路苹 果 映 红 致 富 路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海晓宁 于晓明

你 绣 果 实 ，我 绣 花 ；你 裁 四 爪 ，我 点 睛 ……

在 庆 阳 市 镇 原 县“ 高 原 妈 妈”项 目 培 训 基 地 ，大

家 面 带 笑 容 ，或 两 两 对 坐 ，或 三 五 成 群 ，手 中 飞

针 走 线 ，不 一 会 簸 箕 里 的 彩 线 就 变 成 布 匹 上 的

精美图案。

“孩子他爸在外地打工，在家我既能照顾老

人孩子，又能做刺绣多赚一份收入。”绣娘张潇

一 边 跟 记 者 聊 天 ，一 边 在 织 布 上 绣 花 。 绣 花 针

一 提 一 落 间 ，一 朵 栩 栩 如 生 的 牡 丹 花 就 出 现 在

绣绷上。

2021 年 3 月，镇原县大力推动家庭经济与刺

绣非遗产业融合，社会爱心人士发起了“高原妈

妈”刺绣、剪纸社会实践创新项目。“之所以想发起

‘高原妈妈’项目，是因为一直以来在黄土高原上

有一群勤劳朴实的农村妈妈，辛勤耕作之余坚持

着心爱的刺绣艺术。”项目发起人张敏说，如今这

个项目为许许多多爱好刺绣剪纸的“高原妈妈”带

来了可观收益。

培 训 基 地 墙 壁 上 挂 着 的 刺 绣 作 品 ，都 出 自

“高原妈妈”之手。老虎、凤凰、喜鹊等动物绣得

栩栩如生，梅花、兰草、松柏等植物形态高洁优

雅。“这是我的第一幅作品。”张潇指着其中一幅

《碧叶绣羽图轴》说，2021 年在老乡的介绍下，她

加入了“高原妈妈”项目。刚开始技艺不够娴熟，

绣一幅作品常常需花费一至两个月。参加培训

后，刺绣技术突飞猛进。不仅刺绣创作的时间缩

短了，还可以尝试难度更高的作品。看着桌上一

幅幅装裱好的刺绣作品，她的眼睛里盛满了对美

好生活的期许。两年多的时间里，张潇依靠刺绣

收入了近 5 万元。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刺绣行列，一同

出工的小伙伴最小的才 25 岁。”张潇说，绣得多、

绣得好的绣娘们每个月能收入两三千元。

当地群众通过刺绣、剪纸等指尖技艺，走出了

一条家庭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子。“刺绣让绣

娘们实现了‘带着娃、绣着花、挣着钱、养着家’的

愿望。”镇原县新集镇刺绣工作站站长张荣娟说。

对 于 镇 原 县 南 川 乡 的 贾 莉 来 说 ，刺 绣 让 她 活 得 更 有 尊

严。2007 年的一场意外让贾莉不得不与轮椅相伴，不愿向命

运低头的她始终没有放弃对刺绣的热爱。加入“高原妈妈”项

目后，她以精湛的技艺赢得了大家认可，现在成为一名刺绣传

承 带 头 人 。 小 小 一 枚 绣 花 针 在 她 的 指 尖 幻 化 出 了 美 丽 的 图

案，也绣出了她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我的愿望就是通过刺

绣这门手艺养活自己，以后还想靠我的努力给爸妈养老，让他

们过上好日子。”

“高原妈妈”项目也为张小宁一家带去了希望。过去，为了照

顾身患疾病的丈夫和年迈失聪的母亲，她在四处打零工赚钱，生

活的重担压在张小宁的肩头。加入“高原妈妈”项目后，张小宁在

照顾家人之余，到培训基地上班或者领料回家加工。按照计件标

准，她现在一个月能挣 4000多元，补贴家用绰绰有余。

镇原妇女用聪颖的智慧、

灵巧的双手，将指尖技

艺化为指尖效益，在

带来了收益、改善

了生活的同时，

将民间艺术通

过刺绣展示出

来 ，绣 出 了 黄

土高原五彩缤

纷的生活。

目 前 镇 原

县 已 建 有 25

个刺绣工作站，

每 年 可 带 动 当

地 4000 多位妇女

从事刺绣，全县年销

售产品 2800 多件，产值

在 2000 万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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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客户端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冯宝强）近

日，我省“甘味”特色农产品营养品质指标深度挖掘成果发布会

在兰州举办，并向社会各界发布、推介定西马铃薯、岷县当归、

平凉红牛、兰州百合四种“甘味 ”特色农产品在产地环境、营养

品质等方面开展深度挖掘的成果。

为探讨“甘味”农产品优质特色与高寒干旱、土壤水质大气

等产地环境因子洁净之间的关联性，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在已有

评价体系的基础上，选取“定西马铃薯、岷县当归、平凉红牛、兰

州百合 ”四种产品，通过进一步采集数据、基因测序、分子标记

等方式，研究探讨产地环境和产品特质性成分之间的相关性，

从而清晰界定最佳优生区和标准化栽培模式，为“甘味”规模

化、标准化、优质化提供支撑。

据介绍，甘肃省农业农村厅通过公开遴选的方式，征集到

在国内农产品营养品质控制、国家农产品标准制定等领域处于

领先水平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和中国农业科

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来承担这项工作。其中，

定西马铃薯和岷县当归的深度挖掘工作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

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王凤忠团队承担，兰州百合和平凉红牛的

深度挖掘工作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

究所研究员杨曙明团队承担。

项目团队历时一年，通过样品采集、不同产区样品检测、

检测数据分析等工作，提出了这四种“甘味”特色农产品产地

环境和产品特质之间的关联性成果，通过深度挖掘分析，清晰

地描绘出“甘味”特色农产品的营养品质与产地环境因子之间

的因果关系。

研究结果发现，这四种甘味特色农产品因独特性指标，从

众多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可以让消费者直观了解“甘味”特

色农产品好在哪里，为什么好，对下一步保护产地环境，寻找

适生区提供了思路，为持续塑造“甘味”品牌提供理论基础、建

议和措施。

“甘味”品牌特色农产品已走出甘肃、走向全国，成为全国

知名的农产品。近年来，我省聚焦“土特产”，持续壮大优势特

色产业，深度挖掘寒旱农业潜能和特色特质，建立了“甘味”产

地环境评价监测、营养品质评价监测 、质量安全追溯、全产业

链标准控制等四大体系。为“甘味”品牌塑形和质量安全提供

了有力保障。

本次通过成果发布，从专业角度为更好地保护“甘味”产地

环境，生产出更多“甘味”特色农产品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路径。

“ 甘 味 ”特 色 农 产 品
深度挖掘成果发布会举办

本报定西讯（新甘肃·甘肃

日报记者张子恒 通讯员苏健）

今年以来，定西市水土保持总

站坚持试点先行、逐步推广的

原则，引入淤地坝保险机制，

在临洮县先行先试，将已建成

运行的 32 座淤地坝全部纳入

保险，进一步提升了淤地坝风

险预防和化解能力。

淤 地 坝 是 指 在 水 土 流 失

地 区 各 级 沟 道 中 ，以 拦 泥 蓄

水 为 目 的 而 修 建 的 坝 工 建 筑

物 。 定 西 市 现 有 淤 地 坝 399

座 ，占 全 省 淤 地 坝 总 数 的

25%，其中骨干及中型淤地坝

264 座 ，控 制 水 土 流 失 面 积

988.7 平 方 公 里 ，总 库 容 1.12

亿 立 方 米 ，淤 积 库 容 0.54 亿

立 方 米 。 目 前 ，定 西 市 水 土

保 持 总 站 已 建 立 了 由 市 上 牵

头 组 织 、县（区）积 极 参 保 的

协 调 联 动 机 制 ，制 定 了 定 西

市 淤 地 坝 灾 毁 保 险 实 施 方 案

和 相 关 配 套 政 策 。 通 过 投

保 ，建 立 起 淤 地 坝 保 险 补 偿

基 金 ，有 效 解 决 了 淤 地 坝 出

现 较 大 损 毁 ，修 复 资 金 筹 措

难 ，以 及 管 护 人 员 管 护 期 间

发 生 意 外 无 保 障 等 问 题 。 同

时创新淤地坝运行管理模式，按照“引入

的是保险机制，购买的是淤地坝保险”原

则 ，探 索 引 入 保 险 机 制 应 对 淤 地 坝 工 程

管 护 风 险 ，与 保 险 公 司 建 立 沟 通 合 作 机

制 ，开 展 深 层 次 、多 领 域 合 作 ，全 力 以 赴

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

定
西
市
创
新
淤
地
坝
风
险
管
理
模
式

近日，金塔县金塔镇上杰村设施农业产业园的大棚西葫芦进入了采摘期，菜农忙着采摘、装运，准备投放市场。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曹红祖

省级储备粮库的高标准粮仓。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马国顺

妇女们正在刺绣。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海晓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