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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刘 伟
李满福 杜雪琴 杨唯伟

“来，尝一下，我们这儿的土豆香得很！”

如果你来到定西市安定区，不管是正

式宴请还是到老百姓家里，总能听到这样

一句热情的美食推介。

小小土豆到底有多大“魔力”，让每个

安定人心心念念、挂在嘴边？

采访中，记者找到了答案：

21 家种薯企业生产优质脱毒原原种

年产达 7.5亿粒；

2023 年，马铃薯种植面积 90 万亩，总

产量达到 175万吨；

30 家宽粉加工企业和作坊，2022 年

产值达 2亿元；

……

安定区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西

秦岭交汇地带，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当

地有着悠久的马铃薯种植历史，所产马铃

薯个大、形优、淀粉含量高、耐储存。

从种植大田薯充饥，到原原种研发销

售，再到淀粉和宽粉加工……经过多年发

展，马铃薯已成为贯通安定区一二三产

业、辐射千家万户、带动农民增收、引领县

域经济发展的“金豆豆”。

（一）

虽已是寒冬时节，安定区香泉镇定西

马铃薯研究所里却是暖意融融：

雾培大棚，一株株翠绿的马铃薯脱毒

种苗，藏在塑料布下的根茎上，开始挂上

鹅卵石大小的原原种；

椰糠栽培大棚，一排排成苗郁郁葱

葱，原原种马上就要收获；

分选包装车间，工人们忙着分级数

粒，根据大小品相分类，包装入库。

定西马铃薯研究所成立于 1998 年，

是我省第一家民营马铃薯研究机构，也是

最早在定西引入推广脱毒种薯生产技术

的单位之一。

“我们有着 20 多年的马铃薯种子生

产和种植经验，拥有多个全国领先水平的

组培实验室，这里的脱毒苗每年都交由国

际病毒检测公司检测，以保证微型薯的品

质。”定西马铃薯研究所副经理李华泽说。

李华泽介绍，目前企业拥有 3500 平

方米组培室一座，还有设施齐全、功能完

备的雾培室、恒温库和新品种研发中心。

年产马铃薯脱毒苗 6000 多万株、马铃薯

原原种 1.1 亿粒，其中种薯出口量占全国

马铃薯种薯出口的 90%以上。

种薯是马铃薯产业的“芯片”。

为提升种薯产业科技创新力、市场竞争

力和行业影响力，定西市不断加快马铃薯种

薯研究，与国际马铃薯亚太中心、中国农业

大学、中国农科院、甘肃省农科院等国内外

科研院校合作，在安定区建成马铃薯脱毒基

础苗生产供应中心，应用推广椰糠栽培、雾

培技术等多项马铃薯原原种繁育新技术，从

源头上提升马铃薯品质。围绕马铃薯产业

发展，安定区在深挖马铃薯产业潜力方面，

从抓点示范稳保马铃薯种植面积、良种扩繁

提升马铃薯产品品质等方面出发，全力打造

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育出“金种子”，结出“好果子”。

如今，安定区实现了脱毒种薯全覆

盖，亩均产量达 3700 多斤。安定区有 21

家 种 薯 企 业 ，年 产 7.5 亿 粒 优 质 脱 毒 种

薯。从最初的散户种植，发展成为国内领

先的脱毒种薯繁育基地、全国重要的商品

薯生产基地和薯制品加工基地。

（二）

种子好、种得好，加工不能掉链子。

甘肃蓝天马铃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是依托马铃薯加工发展起来的本土企业，

2002 年成立至今，已成为一家集马铃薯

种植、加工、购销、服务为一体的国家级农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在企业厂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把

加工好的淀粉进行装车。

“我们刚刚完成了 2023 年所有的马

铃薯加工任务，进入设备检修和产品集中

销售阶段。这批产品有 35 吨，马上要发

往上海分销中心。”甘肃蓝天马铃薯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江涛介绍，企业在

上海设立集团总部，在甘肃、河北、内蒙

古、新疆、青海、宁夏等省区建立了 6 个生

产基地及委托代加工工厂，在定西、蚌埠、

青岛、广州还建立了 4 个仓储物流中心，

这里的淀粉总产量占全国的三成以上。

资 料 显 示 ，2022 年 ，甘 肃 蓝 天 马 铃

薯 产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提 高 马 铃 薯 淀 粉

生产加工能力，建成马铃薯淀粉集散中

心，产量突破 10 万吨，使淀粉总产量突

破 15 万吨。

“我们下游对接康师傅、双汇、好丽

友、洽洽等国内 138 家食品领军企业，达

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销售收入突破

10 亿元。”吴江涛说。

据介绍，甘肃蓝天马铃薯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把马铃薯产业上下游 307 个种植

专业合作社、10 个农机专业合作社、10 万

农户和 26318 户种植户联动起来，构建

“蓝天模式”，做大做强马铃薯产业。

蓝天公司是安定区马铃薯龙头企业

的一个缩影。

目前，安定区有马铃薯加工龙头企

业 11 家，建成各类生产线 60 条，加工能

力达 73 万吨，年生产精淀粉、变性淀粉

21.5 万 吨 ，研 发 生 产 了 淀 粉 、全 粉 、粉

条 、粉 皮 、饼 干 、面 点 等 11 类 马 铃 薯 主

食产品，马铃薯产业形成“吃干榨尽”式

产业循环链条。

（三）

“爷爷，我想吃宽粉！”“吃、吃、吃！”

记者采访当天，甘肃本土网红“三喜

爷爷”的短视频“定西宽粉”刷屏了当地人

的朋友圈。

“定西宽粉”与马铃薯相伴而生。

由于定西所产马铃薯个大质优、色泽

光洁、口感醇香，淀粉和干物质含量高，是

加工宽粉的上好原料。

近年来，安定区依托“中国薯都”金字

招牌，以品质提升、品牌打造为核心，强科

技优品质、壮加工增效益、树品牌创特色，

让“定西宽粉”畅销全国、走俏网络，深受

广大消费者青睐。

2023 年 8 月 9 日，“定西宽粉”区域

公用品牌发布会在兰州举行，共有 30 家

企业达成合作意向，签约项目 15 个，签

约额 4.28 亿元，定西马铃薯产业发展又

迈出了关键一步。

与此同时，安定区创新中央厨房和预

制菜，开发出酸辣土豆鲜粉、酸辣肥汁粉、

拌粉等多类型、预包装产品。

“我们在做好马铃薯生产、产品加工的同

时，积极建仓储、抓物流，累计建成各类储藏

设施1.5万座，储藏能力达到90万吨。”安定

区有关负责人说，现在安定区构建起了“恒温

库+贮藏库+窑窖群”的多元化贮藏体系，可以

有效发挥均衡供应、调控市场的作用。

目前，安定区共有 16家定西宽粉实体

销售店，集中在线下销售“定西宽粉”。同

时，该区还积极与京东集团对接，建设“定西

宽粉”产业全域数字化营销体系，发挥“京东

源”品牌广、影响深等优势，带动“定西宽粉”

年销售5万吨、产值达10亿元以上。

一颗土豆，经过安定人民智慧的头

脑、勤劳的双手，从黄土高原走向全国，走

向世界。

——定西市安定区马铃薯产业发展观察

一 颗 土 豆 的 成 长“ 密 码 ”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金奉乾

瑞雪兆丰年，农技指导忙。2023 年 12 月

13 日以来，武威市凉州区迎来大范围降温降雪

天气，凉州区农业农村局积极采取应对防范措

施，组织农技专家深入果蔬大棚，指导种植户做

好作物防寒防病工作，为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记者在凉州区羊下坝镇上双村看到，村民

们忙着清理温室棚顶积雪。和往年不同的是，

许多村民已经用上了清雪效率更高的大功率吹

风机，随着“嗡嗡”的响声，吹筒所到之处，雪花

飞舞，原本两三个小时才能清理完的棚顶积雪，

不到半小时就清理完毕。

“降雪结束后，大家一定要及时清理大棚上

的积雪，以防压塌棚体，还要仔细观察棚体，及

时进行维修加固。”凉州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正

高级农艺师南文章一大早就赶到村里，根据降

雪降温情况指导村民清理大棚积雪。

走进上双村 8 组村民沈天宝家的温室大

棚，棚内温暖如春，满眼翠绿，一株株青翠欲滴

的西红柿秧苗整齐排列，长势喜人。

最近降温降雪天气发生后，沈天宝几乎整

日蹲守在大棚里，管苗浇水、保温通风，生怕刚

刚开花坐果的西红柿受到影响。

“室外的最低气温都到了零下 15 摄氏度，

不知道温室里的西红柿到底受没受影响，我心

里没底，专家来了，我就放心了。”看到南文章

后，沈天宝久悬的心才放下来。

南文章是种植户们的老熟人，他在行垄间

“把脉问诊”，刨开根部看湿度大不大，轻抚叶片

看营养缺不缺，再细看花果全不全……

“我发现棚里的湿度有些大，还好西红柿秧

苗没有受太大影响，整体长势还好。”一番“诊

断”之后，南文章很快开出了“处方”。

他建议沈天宝在雪天降温期间暂停浇水，以

免降低棚内温度和增加棚内湿度。尤其在风雪

天气来临前，要在叶面喷施碧护、芸苔素等植物

生长调节剂，可增强植物耐寒抗冻能力。在加强

管理方面，要把温室的最高温度控制在 28摄氏度

以下，最低温度控制在 12摄氏度以上。同时，南

文章还耐心细致地为沈天宝讲解如何做好雨雪

低温天气下设施大棚内温、湿、光、气调节，以及病

虫害防治技术，一系列贴心的服务，给沈天宝吃下了“定心丸”。

入冬以来，凉州区农业农村局派农业技术人员蹲点包抓，

全程跟踪指导农户种植。针对冬季日光温室的温度、湿度、光

照、施肥、病虫害防治等管理技术进行详细指导，并根据不同

的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点对面、点对点的技术服务。尤其是

近日出现大幅降温降雪天气后，凉州区农业农村局采取有效

应对措施，加强预防，最大限度减轻大雪降温天气对设施农业

生产的影响。

“专家好，我今年第一次试种大棚西瓜，最近出现个别瓜蔓

枯黄等情况，不知道是咋回事，请你过去看看。”上双村村民蔡玉

萍得知农技专家上门服务的消息后，希望得到及时帮助。

在蔡玉萍的西瓜大棚里，绿油油的藤蔓上，瓜秧爬满瓜架，

一个个圆滚翠绿的西瓜吊在瓜秧上，格外惹人喜爱。

经过仔细查看，南文章发现个别植株叶柄上有离散的白粉

状霉斑，判断枯黄的叶片是白粉病所致，他建议可用乙嘧酚磺酸

酯或戊唑醇等药剂喷雾防治。同时，反复叮嘱蔡玉萍要利用天

气转晴的时间，加强通风透光，降低棚内的湿度，增强植株光合

作用，降低病虫害的发生。

“再过半个月，我的头茬西瓜就可采摘上市，正在关键管理

期，突如其来的降温降雪天气让我措手不及，现在农技专家上门

指导，我的增收信心更足了。”蔡玉萍说，一棚西瓜可采三到四

茬，按照目前的市场行情，一定会有好收入。

2023年以来，凉州区持续优化产业结构，以农业产业园创建

促进设施农业扩量增效，大力发展以日光温室、拱形温室为主的设

施蔬菜和优质露地蔬菜，让越来越多的群众走上致富增收路。同

时，集中整合农业技术力量，强化基层农业技术推广，加大农业产

业和良种良法应用普及力度，实行技术人员包产业、包点片、包棚

户，提高产业技术到位率和服务精准率，以高质量惠农服务，助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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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安志鹏

2021 年 12 月 20 日，国家发改委等四部

委批复同意启动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

枢纽（甘肃·庆阳）节点和庆阳数据中心集群

建设。自此，庆阳与“数”相拥、与“算”结缘，

跨上了高质量发展新赛道。

两年多来，庆阳市抢抓机遇，举全市之

力、集内外之智，全力以赴搭平台、落规划，抓

招商、布项目，聚要素、扩算力，积极携手与数

字经济千行百业头部企业和院士专家，全力

打造“东数西算”数据融合创新示范区、红色

数据资源集聚示范区和人工智能产业基地。

庆阳市坚持高定位引领，设计 2025 年

建成标准算力 30万机架，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产值突破千亿元；坚持高平台承载，总投资

77 亿元、规划 1.7 万亩的全国首个智慧零碳

数字经济产业园建设全面铺开；坚持高效率

建设，成立专项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全要素、

全流程保障企业和项目落地，实施重大项目

36个总投资 526亿元。

立足风光电、油煤气富集的资源优势，

庆阳市整合优化电源侧、电网侧、负荷侧资

源 要 素 ，加 快 2220 万 千 瓦 风 光 电 开 发 和

600 万千瓦煤电建设，加快市域电网架构建

设，落地建设浙江天能等共享储能电站，构

建“源网荷储碳数”互动的绿算供能系统。

加快建设以绿色、集约、安全为特色的数据

中心集群，10 大绿色数据中心建设加速推

进，10 万机架算力建设全面铺开。

实施“多云赋能”行动，华为渲染云提供超

3万核的云渲染算力，助力庆阳渲染产业发展；

京东物流云建设京东5G零碳智能物流产业园

和云计算创新中心，助力庆阳商贸物流智能

化、服务业线下场景线上化；百度智行云部署

飞桨深度学习平台和自动驾驶云，助力庆阳打

造智慧交通、人工智能生态……还有阿里农业

云、国科量子可信云、电信天翼云、金山办公

云、老虎工业云、玄度时空云、丝路如意云等齐

聚庆阳，赋能千行百业快速发展。

聚焦“智算”“智能”“智产”三条产业链，

全员参与数字经济招商，对接企业 1506 户，

签订协议 258 户，注册公司 71 户，华为云（全

国）渲染中心投运，京东（甘肃）数字经济产

业园开园，2 万 P 的燧弘庆阳绿色算力底座

启动。铸造“数盾庆阳造”品牌，牵引带动

360等一批数据信息安全企业落地。上线发

布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枢纽节点庆阳算力

调度服务平台及数据要素流通平台，扩展接

入十多家异构云资源，交易额突破 1亿元。

一手抓算力建设，一手抓算力消纳，积

极对接庆阳—郑州—哈密和庆阳—苏州—

巴州城市算力网试验场建设，联袂举办了

“东数西算”数算电产业融合发展大会和郑

庆哈三市间算力网建设推进会，跨区域数算

电协同发展拉开大幕；加强与贵阳、中卫、韶

关等枢纽节点城市合作，加快推进“AI 算力

产业基地+AI 算力系统平台+AI 算力网络”

三位一体人工智能产业合作，共享算力、数

据、算法、应用等大市场。

同时，打通了庆阳到西安及北上广等重

点城市全光高速直连链路和以庆阳枢纽数

据中心集群算力供给为支撑、服务甘肃全域

及东部主要城市的新型网络大动脉。组建

了 13 名院士领衔、208 名专家组成的高端

智库，谋划开通庆阳—郑州、庆阳—西安“人

才专列”，组建数算电产业融合（庆阳）研究

院，以算力流带动人才流。

如今，庆阳数字经济走上了“换道超车”

的发展之路。庆阳打造“东数西算”大数据产

业集群的做法被国务院第九次大督查列为典

型案例予以表彰，在第十七届中国 IDC 产业

年度大典上庆阳市荣获“东数西算”标杆荣誉

称号，在 2023年全国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大

会上再获“算力高质量发展先锋奖”。

从“破冰试水”到“数起云涌”——

庆 阳 数 字 经 济庆 阳 数 字 经 济““ 换 道 超 车换 道 超 车 ””

本报陇南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王煜宇）近日，伴着一声

嘹亮的鸣笛，西部陆海新通道（中国陇南—韩国平泽、菲律宾马

尼拉）国际货运班列从陇南市武都区缓缓驶出，将搭载着陇南农

特产品漂洋过海，出口创汇。这意味着陇南外贸进出口工作开

创了新局面，全市经济开放融合发展取得了新成效。

本次货运班列共编组 20 车，搭载货物主要为寒葱、紫苏叶、

苹果等陇南农特产品，货重 300 余吨，价值 700 多万元。班列在

陇南集货始发，经重庆到达广西钦州港海运至韩国平泽、菲律宾

马尼拉，全程铁海联运，整体运输时间 12 至 15 天。

物流通则商流畅，商流畅则经济兴。近年来，陇南充分发挥

全省向南“桥头堡”和交通区位优势，通过搭平台、畅通道、建枢

纽、优服务、促贸易、聚产业，积极参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坚

持“走出去”，强化与国际市场交流合作，加大外贸企业培育力

度，组织企业参加各类展会，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步伐。深化

“引进来”，多次邀请兰州海关、天水海关，深入外贸企业提供“一

企一策”精准服务，指导全市 4 家间接出口企业实现了自营出

口。目前，全市已建立了孟加拉国、美国、越南、土耳其四大出口

市场，贸易伙伴增至 31 个国家（地区），出口产品增至 16 种。

2023 年前 11 个月，陇南市外贸进出口总额完成 3.31 亿元。

西部陆海新通道
国际货运班列发车

连日来，在张掖火电厂二期项目建设工地，建设人员坚守岗位加紧施工，保证项目建设如期推进。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杨 潇

近日，市民在金塔县金塔镇沙漠生态农业园大棚采摘草莓。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曹红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