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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高效栽培技术 节水
又丰产

时下，黄羊河农场的马铃薯已播种结

束。平展的田间布满一道道笔直整齐的地

垄，地垄里即是刚播种的马铃薯种子。“轰

隆隆……”中耕机驶过田野，将一条条细长

的黑色滴灌带平铺在地垄上面。

“播种马铃薯一个星期后，必须上水滴

灌，才能保证出苗。”黄羊河农场马铃薯事

业部一部经理张斌武介绍，农场引进了国

内先进的马铃薯播种机，集播种、施肥于一

体，采取“干播湿出”农艺，仅在春天播种后

浇灌，节约了冬灌水。

“马铃薯播种机通过 GPS 定位系统及

北斗导航，进行无人驾驶机械化播种，田间

起垄像一条条直线，因此，我们随后铺设在

马铃薯垄上的滴灌带同样笔直。滴灌带一

改 过 去 传 统 的 大 水 灌 溉‘ 浇 地 ’为‘ 浇 作

物’，实现了精准灌溉。”黄羊河农场场长李

国忠解释。

记者随手拎起一条滴灌带，但见黑色

的细管上有针眼般大小的小孔。农场职工

拿出手机，点击智能化滴灌系统 APP，滴灌

带发出了带发出了““汩汩汩汩””水流声水流声，，从小孔涌出细细从小孔涌出细细

的水珠的水珠，，渗入地垄里渗入地垄里，，滋润着马铃薯种子滋润着马铃薯种子，，

催其发芽出苗催其发芽出苗。。

““我们千方百计节水我们千方百计节水，，农场生产加工的农场生产加工的

小流量滴灌带，比原来的滴灌设施更省水，

原来 1 亩地每小时滴水 3 立方米，如今每小

时滴水 1 立方米。去年大旱期间，1 亩地平

均用水量 300 立方米，最少用水量仅仅是

240 立方米，极大提高了节水灌溉效率，保

住了庄稼，实现了丰产。”李国忠介绍。

据悉，黄羊河农场马铃薯事业部不断

加强项目团队建设，强化经营管理，改进农

艺措施，推动作物栽培模式规程化、技术标

准化，田间管理技术措施得以全面落实。

通过压减浇水时间，增加轮灌次数，全面推

广使用物联网电磁阀等措施，水肥利用率

和生产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去年种植马铃

薯 2.47 万亩，平均亩产高达 4.25 吨，实现利

润 2833 万元，再次荣获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良好农业规范”一级认证。

马铃薯田间，不使用地膜，干干净净，

杜绝了“白色污染”。目前，黄羊河农场种

植马铃薯全部采用无膜种植技术，年减少

地膜使用量 100 余吨，降低了农田面源污

染。同时，使用过的滴灌带秋收后全部回

收，压碎后用于再生产滴灌带，实现了重复

利用。

在农场的节水公司，机器轰鸣，车间正

加足马力生产，工人将生产的一卷卷滴灌

带收卷平整送往地头。公司实施滴灌带生

产工艺优化提升项目，投资 300 万元新建

的内镶贴片式滴灌带生产线，加工生产出

小流量滴灌带，极大地节约了水资源。

“目前农场普遍实施水肥一体化技术，

需要水溶性较高的肥料，公司根据农场生

产配齐产品。生产的肥料和滴灌带，与市

面上的生产资料相比，同等质量产品价格

低于市场价，同等价格产品质量要好于市

面上的产品。并不断提高服务水平，送货

田间地头。”黄羊河节水材料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党支部书记马继介绍，公司全年供应

滴灌肥 4322 吨，滴灌带 7940 万米。

各类作物精准滴灌 节水
又增效

记者走进黄羊河农场的日光温室，辣椒

育苗基地绿意盎然。随着室内温湿度变化，

自动化灌溉系统适时启动，播洒细细雨雾，

辣椒苗辣椒苗““沐浴沐浴””着水肥营养液着水肥营养液，，生机勃勃生机勃勃。。

““由于河西走廊天气冷凉由于河西走廊天气冷凉，，按照常规大按照常规大

田种植辣椒的方式田种植辣椒的方式，，辣椒生育期时间不够辣椒生育期时间不够，，

辣椒没有变红辣椒没有变红，，就落霜了就落霜了，，辣椒茄果就变蔫辣椒茄果就变蔫

了了。。我们通过设施农业进行辣椒育苗我们通过设施农业进行辣椒育苗，，延延

长了辣椒生长的无霜期，从 2 月中旬培育辣

椒苗，温室里生长两个多月，长到 16 厘米，

4 月底移栽到大田里，生长到 9 月 25 日左

右，即可采摘收获。”黄羊河蔬菜公司经理

焦发源介绍，育苗温室年育辣椒苗 3000 万

株，供农场 5000 多亩辣椒基地种植。

时下，黄羊河农场辣椒项目团队，组织

职工将辣椒种苗移栽到大田。在辣椒种植

基地基地，，一台台辣椒移栽机穿梭田间一台台辣椒移栽机穿梭田间，，有条不有条不

紊地取苗紊地取苗、、掷苗掷苗、、栽植栽植、、覆土覆土、、灌水等流水线灌水等流水线

作业作业，，通过机械化卸苗通过机械化卸苗、、转盘转盘、、放苗放苗、、补苗补苗、、

扶苗等工序扶苗等工序，，节省了人工成本节省了人工成本，，提高了辣椒提高了辣椒

移栽的成活率移栽的成活率。。

辣椒基地全部推行标准化栽培技术，加

强滴灌精细化管理，采取膜下滴灌技术，亩均

用水量 350立方米。种植的加工型板椒类辣

椒品种，辣香浓郁，肉厚椒长，深受国内客户

青睐。同时带动周边农户种植辣椒 2000多

亩，由农场统一供种、统一育苗、统一技术指

导、统一销售产品，亩均收入1000元以上。

不止辣椒等蔬菜作物采取节水灌溉，

黄羊河农场积极探索高效节水农艺，建立

的“玉米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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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高产高效技术模式。农场在 3.2 万亩耕

地上推广运用物联网自动控制技术，农艺

师通过手机 APP 即可控制作物灌溉，大幅

提升了灌溉效率，每年可节水 5%左右，节

省人工费用 128 万元。

据悉，黄羊河农场耕地全面安装滴灌

节水设施，改造提升滴灌首部等节水设施，

建成沉砂池 128 座、调蓄水池 11 座；配合甘

肃水投集团在农场辖区内修建调蓄水池 2

座。并在沉砂池配套使用变频控制设备，

智能调节机井出水量和进入滴灌管道系统

水量，应用小流量滴灌技术 7 万亩，采用宽

窄行种植技术 5.5 万亩，实现了智能化灌溉

和精准灌溉，亩均用水量 300 立方米以内，

较传统灌溉方式节水 50%以上。

目前，黄羊河农场节水综合水平居全

省领先，不仅缓解了水资源紧张局面，还

为周边区域节水农业发展发挥了示范带

动作用。

——甘肃农垦黄羊河农场发展高效节水农业见闻

给农作物“打点滴”节水又丰产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于晓明）记 者 从 省 水 利

厅 获 悉 ，我 省 全 面 推 行 河 湖 长 制 以 来 ，严 守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落

实 水 生 态 空 间 保 护 管 控 要 求 ，全 省 1309 条 河 流 、7 个 湖 泊 划

界 任 务 全 面 完 成 ，133 条 河 流 、3 个 湖 泊 岸 线 保 护 与 利 用 规 划

顺利完成，明确了河湖空间管控的临水线、管理线、外缘线及保

护区、保留区、控制利用区、可开发利用区“三线四区”，初步建

立了管理范围明确、功能区划清晰、责任落实有力的河湖管理

与保护体系，河湖水生态环境显著改善，河湖面貌发生根本性

变化。

为夯实河湖管护基础，我省制定《河流健康评价技术规范》

地方标准，发布《甘肃省河流健康蓝皮书》，对 312 条河湖健康

状况进行评价、建立健康档案。修订《甘肃省河道管理条例》，

将河湖长制纳入地方性法规，为强化河湖治理保护提供法治保

障。还为全省 12441 块河长公示牌换发“电子身份证”，实现了

“一牌一码”和信息更新线上管理。

我 省 全 力 整 治 河 湖 乱 象 ，推 进 河 湖“ 清 四 乱 ”常 态 化 规 范

化，清存量、遏增量，累计整治河湖“四乱”问题 8156 个。开展

河湖水域岸线利用项目专项整治，累计整改违法违规岸线利用

项目 507 个。强化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清理整治，整改碍洪

问题 228 个。有序推进水电站清理整治，祁连山自然保护区水

电站关停退出整治任务全面完成，明确了长江、内陆河流域自

然保护区外 391 座和黄河流域 215 座水电站分类处置意见，在

全国率先实现水电站生态流量在线监测全覆盖。

全省河湖水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于晓明）近日，以“落实河

湖长制，建设幸福河湖”为主题的全省第一届河湖长制论坛在兰

州举行。论坛展示了甘肃全面推行河湖长制以来取得的成就和

经验，研讨了强化河湖长制、加强河湖管理保护、建设幸福河湖的

政策措施和技术手段，为相关工作开展提供了新思路、新技术、新

举措。

本 次 论 坛 由 省 河 长 制 办 公 室 主 办 、省 水 利 厅 与 甘 肃 农 业

大 学 共 同 承 办 。 论 坛 采 用 线 上 线 下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邀 请 到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王 浩 、中 国 科 学 院 西 北 生 态 环 境 资 源 研 究 院 研

究 员 司 建 华 、水 利 部 黄 河 水 利 委 员 会 河 湖 管 理 局 局 长 庄 尚 春

和南京水科院水工所枢纽及环境水力学研究室主任戴江玉作

报告分享。

据 悉 ，2018 年 ，我 省 全 面 建 立 河 长 制 和 湖 长 制 ，搭 建 起 党

政同责的“ 双河长”工作机制和五级河湖长体系。全省 21934

名河长、1065 名湖长上岗，履行守河护河“第一责任人”职责，

落实巡河、治河、护河“三位一体”责任。省总河长每年主持召

开工作会议，签发总河长令，对纵深推进河湖长制、加强河湖治

理保护作出具体安排部署，推动河湖长制落实。各级总河长、

河 湖 长 当 好 河 湖 管 理 保 护“ 领 队 ”，通 过 巡 河 调 研 、暗 访 督 查 、

签发河长令等方式，推动解决责任河湖突出问题，督促落实治

理保护各项任务。

我省第一届河湖长制论坛举行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马国顺

初次见到金国徽时，他正在小陇山林

业保护中心百花林场场部的监控室，通过

电子眼进行日常巡视。

“现在的设备可了不得，十几公里外的

情况一目了然，再也不用专人在山头上盯

着了。”此前，金国徽连续 17 年驻守在一处

海拔 2000 多米的独头山上，通过架设在森

林防火瞭望台上的红外线望远镜守护着近

6 万亩的山林。

金国徽今年 59 岁，是瞭望台建成以来

守望时间最长的一名护林员。他驻守的防

火瞭望台地处小陇山林区腹地，森林覆盖

率达 93.3%，是国家西部重点生态功能区。

“监测林情、虫情，及时发现和制止私自入

林盗伐、盗猎，防范火患风险，是我坚守在

瞭望台的使命所在。”金国徽认为。

2006 年 ，护 林 员 金 国 徽 接 受 工 作 安

排，带着行李住进了瞭望台旁的值班点，24

小时值守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刚到

新的工作岗位，金国徽觉得责任重大，时不

时就要爬上瞭望台仔细巡视一圈目所能及

的范围，从值班点到瞭望台顶的 16 级钢制

台阶，他每天要上下几十次。

“刚干上这个工作，很难分辨得清山林

中的雾气和火情引起的烟气，发错了好几

次警情。”金国徽说，他通过电台向场部反

映的火警警情虽然经专人现场排查予以否

定，但他总觉得不好意思，“耗费了应急力

量和资源，一时间有点垂头丧气”。

尽管林场领导没有责怪金国徽误报警

情，还鼓励他说“有疑点就不能放过，宁肯

错跑也不能漏过”，但他却不允许自己专业

不精。之后，金国徽上下瞭望台的次数更

多了，他总爱弓着腰瞄着望远镜观察不同

地形、不同时间的森林形态。

经过反复下苦功夫练习，金国徽慢慢

练 就 了 一 双“ 鹰 眼 ”，能 在 第 一 时 间 准 确

无误地报告火情。有一次，金国徽突然发

现山下一间民房正在冒烟，在确定不是炊

烟 的 情 况 下 ，当 即 打 电 话 通 知 了 相 关 人

员，及时扑灭一场因使用电热毯不当引发

的火灾。

17 年中，由于金国徽的主动预警，林场

和周边群众排摸、处置火灾隐患近百次，没

有引发过一次森林火灾事故。林场的职工

和周边的群众都称瞭望台上的金国徽是

“人工定位仪”。说起这些，金国徽的话语

中充满着自信与自豪。其实，在孤峰坚守

17 年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知道。

由于远离场部，生活条件极其艰苦，除

了金国徽自己开辟的一小块地能种植出一

些蔬菜外，其余的生活和工作物资全靠他

肩挑手扛从山下往上背。每 3 天 50 公斤饮

水，每年 1.5 吨取暖用煤，再加上米面油、电

池、维修物资，金国徽一年背上山的物资超

过 5 吨。“我在山道上修了 3 处休息点，每次

都要一鼓作气走上最近的休息点，把货物

依靠在略高的台子上才能休息，要不然就

站不起来了。”金国徽笑着说。

为了守好这一大片来之不易的山林，

金国徽主动放弃了包括春节在内的所有节

假日、放弃了与家人的团聚，始终守在山

上。尤其是每年森林防火期，瞭望台昼夜

不能离人，金国徽深夜也要定好闹钟，隔几

个小时上一次瞭望台巡视山林。

独自坚守的枯燥、寂寞、艰苦，没有减

弱金国徽对工作的赤诚，他先后多次受到

百花林场表彰，并被评为甘肃省第三届“最

美护林员”。

2022 年，金国徽驻守的瞭望台转配了

最先进的“天眼”预警摄像头，他终于从守

了 17 年的孤峰上撤了下来。“刚撤下来，心

里没着没落的，特别失落，感觉突然就不被

需要了，好一阵子心情很差”。很快，金国

徽又有了新任务，他分辨判断火情比较有

经验，时常会被请到监控室判断隐患，并作

为巡防护林员赶去隐患点排查，自此老金

又走上了忙忙碌碌的护林之路。

“老金坚守的 17 年，是我们林业人甘

守寂寞、甘于奉献、勇担职责使命的生动诠

释。”百花林场党支部书记杨旺选说，“我们

准备把架设在瞭望台上的‘天眼’命名为

‘金国徽’，向新职工讲述他的故事，把这种

林业人的宝贵精神传承下去……”

——记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护林员金国徽

“ 鹰 眼 ”守 卫 护 林 保 绿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于晓明）近日，省水利厅

修订完成《甘肃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从七个方面对

我省水利系统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工作作出明确规定，以进一步规

范和优化全省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启动条件、工作程序和响应

行动，保障全省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有力有序有效进行，最大程度

减少水旱灾害损失。

据悉，此次修订是在 2020 年预案基础上，总结了近年来水旱

灾害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中的一些经验和做法，改正了不足。该

《预案》重点对“应急响应启动条件与程序”“响应行动与工作措

施”进行了修改、补充和完善；对相关单位的应急响应工作职责和

具体响应行动进一步规范和明确，细化了旱情等级划分内容，增

加了市县水务部门抗旱措施，对相关名词、术语及附则有关内容

进行了完善。

该《预案》共七个章节，分别是总则、组织指挥与工作体系、监

测预报预警、应急响应、应急保障、善后工作和附则。《预案》要求

各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的组织、协

调、指导、监督；组织开展辖区内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按照权限

调度水工程，提供防汛抗旱抢险技术支撑；做好辖区内汛情、旱情

和水工程调度、工作动态等信息报送工作。同时，《预案》在通信

信息、现场救援、工程抢修、应急队伍、物资、资金、技术、宣传、培

训、演习等方面提出具体保障措施。

省水利厅修订完成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王思璇 通讯员陈世豪）

记者从甘肃太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获悉，中国科学院

动物研究所方昀团队于近日总结完成了《甘肃太子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鸟类调查报告》，标志着太子山保护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鸟类调查正式完成。

该项调查从 2023 年 5 月启动，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方昀

团队承担，先后开展了 2023 年夏、秋和 2024 年春共 3 个季节的调

查。调查共记录到鸟类 155 种，隶属于 16 目 40 科，其中国家一级

保护鸟类 7 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21 种。调查共记录鸟类 2920

只，其中常见种 24 种、稀有种 91 种、罕见种 37 种；其中橙翅噪鹛

292 只，为保护区鸟类优势种。所记录鸟类中，雀形目有 23 科

102 种，非雀形目有 17 科 53 种。

“根据保护区内及周边各种生境类型鸟类活动的特点，我们

共布设 16 条样线，累计调查样线长度 128 公里，涉及紫沟、东湾、

药水、松鸣岩、新营、大滩、甲滩、关滩 8 个保护站，生境类型包括

草地、湿地、湖泊、城镇、农田、灌丛、针阔混交林、落叶阔叶林等。”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方昀介绍。

太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127 万亩，属于森林生态系

统类型，主要保护对象为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森林生态

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及其栖息地，特别是

林麝、豹和珍稀鸟类等濒危动物栖息地。在 2007 年 8 月出版的

《太子山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集》中记载，保护区有鸟类 14 目 33

科 130 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5 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16

种。如今，鸟类总种数增加 25 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增加 2

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增加 5 种，还首次拍摄记录到甘肃新纪录

种棕褐短翅蝗莺。

鸟类多样性与稀有性显著增加
太 子 山 保 护 区 鸟 类 调 查 完 成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朝霞

驶入甘肃农垦黄羊河农场的地界，

映入眼帘的一片片上千亩一望无际的

大条田，周边遍布宽敞的车行路、笔直

的灌溉渠、茂密的行道树，这就是“田成

方、土成型、渠成网、路相通、沟相连、土

壤肥、旱能灌、涝能排”的高标准农田。

面对区域性水资源紧缺的实际，黄

羊河农场大力实施田、林、路、节水等综

合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标准农田改

造提升项目建设，加快科技创新，推广

应用高效节水综合技术，深化企业改

革，有效改善了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条

件，提高了节水服务保障能力，在一块

块大条田上勾勒出一幅幅高效节水农

业的新图景。

黄羊河农场农业机械化生产。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甘肃农垦集团提供

金国徽通过望远镜进行日常巡视。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供图

黄羊河农场职工在调试滴灌农机设备。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朝霞

田间的节水灌溉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