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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马国顺

夏日，千里之外的湘江之畔、岳麓山

下 ，来自大西北的“甘味 ”之风正徐徐吹

来。甘肃，第一次以其独特的优质农产品

“甘味”品牌形象，跨越千山万水，走进了

湖南的千家万户。

随着“甘味农产品湖南运营中心”日前

在长沙的揭牌运营，第十三届中国中部投资

贸易博览会“甘味”展区的精彩亮相，“甘味”

优质特色农产品不仅获得了消费者的青睐，

更标志着我省特色农产品代表性品牌“甘

味”从“树形象”向“促营销”转段发展，向中

部地区乃至全国农产品市场拓展。

陇原“甘味”香满湘江

“早就听说甘肃的农产品品质好，尤

其是天水麻辣烫火了之后，了解到甘谷辣

椒、陇南花椒、定西宽粉和高品质高原夏

菜，一直很期待，没想到甘肃的农产品竟

然来到了我们长沙……”在长沙大润发长

沙芙蓉店，购买了一车“甘味”产品的邵玲

女士称赞道。

在甘味农产品湖南运营中心，市民卞先

生陪着老伴准备采购一些民勤羊羔肉，“以

前旅游时吃过一次甘肃的手抓羊肉，没有腥

膻味、特别香嫩，恰巧见到甘肃农产品的销

售门店，专门来看看牛羊肉产品”。

在中博会主展馆湖南国际会展中心

一楼，“甘味”展馆是唯一一个以品牌为标

识的展厅。各地而来的参展商纷纷来到

这里参观了解、洽谈，“甘味”展馆成为热

门“打卡”地。

“一个上午就卖出了 600 多串烤羊肉，

烤不及，根本烤不及！”来自临夏市一家羊肉

加工企业的员工一边翻烤着手中的肉串、一

边介绍，“我们生产加工的羊肉叫‘东乡贡

羊’，肉质细腻，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甘肃优质农产品在湖南早已是“名声

在外”，以高原夏菜为例，由于湖南夏季缺

少本地产叶菜类，每年 6 至 10 月，甘肃产

的高原夏菜会被当地大量采购，备受市场

欢迎。在长沙海吉星市场，每年销售的甘

肃高原夏菜达 8 万吨。

一组数据足以说明湖南广阔的市场，

以及对甘肃优质农产品的需求：甘肃高原

夏菜占湖南夏季蔬菜市场份额接近七成，

是夏季北菜南运的重要来源；在长沙红星

全球农批中心，每年要销售甘肃的西瓜、

苹果、哈密瓜、猕猴桃等 10 万吨以上；甘肃

的牛羊肉在长沙市场每天销售近 40 吨，占

据长沙牛羊肉中高端市场前列。

高原精粹 独具“甘味”

甘肃地处三大高原交汇地带，纵深 16

个经度、横跨 10 个纬度、4 个气候带，海拔

落差在 5000 米以上，日照时间长，昼夜温

差大，冰川雪水洁净、沃土草原绵延，独特

的自然禀赋环境特征，孕育出了一批“甘

味”特色优质农产品。

“酒香也怕巷子深，甘肃农产品资源丰

富，但偏居西北，好货出陇物流成本高，在一

线城市的知名度亟待提升。”省农业农村厅

副厅长常宏深有体会地说，此次，

“甘味”精品“出陇入湘”，正是要

突破这个“瓶颈”。

甘肃省选择把“甘味”农

产品送到消费者家门口。“甘

味”入湘、组团外销是推动“甘

味”出陇的重要一步，将以三

湘大地为起点，打开“甘味”品

牌从中部破局、呈多点开花、

向全国铺开的崭新局面。

“喝冰山雪水、吃天然牧

草的天祝白牦牛”“爆火出圈的

甘谷辣椒和陇南花椒”“全国唯

一可食用的甜百合兰州百合”

“首个登陆南极的静宁苹果”

“全国最大的橄榄油产区”……常宏在不同场

合，信心十足地向客商一遍遍推介“甘味”。

2018 年以来，甘肃全力构建以“甘味”

公用品牌为统领，地方公用品牌和企业商标

品牌为支撑的品牌培育体系，目前其旗下已

拥有 63个地方区域公用品牌、680家企业商

标品牌。乘着东西部协作的东风，甘肃积极

对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核心区域，已

在全国大中型城市授权开设了 56家“甘味”

品牌运营中心，搭建了 19个线上商城，产品

远销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品牌影响力不断

扩大，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

目前，“甘味”品牌遴选会员企业 2000

多个品种的特色优质产品，组织开展线上

线下销售，累计销售金额 20 余亿元，年销

售额约 7 亿元。

陇湘携手 互促共赢

“陇湘两地农业协作源远流长，中华农耕文

明南稻北粟的发展格局正是源自陇湘两地，两

省长期以来在马铃薯等良种引进推广、产业绿

色发展、农产品产销对接等方面保持着紧密的

协作关系，特别是湖南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在

农业科技创新、特色产业发展、龙头企业培育等

方面，给予了甘肃诸多支持和帮助。”甘肃农垦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懿笃表示，此次“甘味

入湘”活动，既是陇湘农产品产销协作的再加

强，也是陇湘农业合作的再拓展。

“湖南市场广阔，长沙是一座充满活

力的消费型城市，营商环境也很好。”甘味

品牌运营公司湖南分公司总经理刘博瑶

介绍，甘味农产品湖南运营中心从签约到

落地揭牌，得到了陇湘两省政商各界的大

力支持和帮助。

长沙乃至湖南在全国农产品流通体

系 中 的 重 要 地 位 也 深 深 吸 引 了“ 甘 味 ”。

近年来，长沙依托当地三大农产品批发市

场积极构建辐射 11 个省、市的农产品流通

体系，全力打造全国农副产品交易集散中

心，位于长沙市内的湖南高桥大市场、红

星农副产品大市场分别位列“中国商品市

场综合百强榜单”第三、第十位。

“我们看中了长沙对高端农产品的消费

能力，布局了高品质橄榄油销售渠道，在长沙

大润发、正大卜蜂莲花等6家大型超市设立了

‘甘味’农产品销售专区。”陇南市祥宇油橄榄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玉红说。

除了祥宇橄榄油，兰州九香玫瑰、甘

肃亚盛好食邦、甘肃陇萃堂、甘肃薯香园、

甘肃条山、甘肃莫高等 130 余家“甘味”企

业也进入湖南市场。

“甘味”入湘，也激发了湘商进陇投资的

热情。在此次中部博览会期间，多家企业向

甘肃抛出了“橄榄枝”，共签约项目 105 个、

金额达 405 亿元，涉及新能源及装备制造、

特色农产品及食品加工、文化旅游、商贸物

流等产业。其中，甘肃省特色农产品及食品

加工产业链招商引资推介洽谈活动，共签署

特色农产品生产、精深加工及供销合作协议

39份，协议金额达35亿元。

湘水之滨，“甘味”飘香。在这个充满生

机与活力的季节里，甘肃的丰饶物产跨越山

川，抵达湖南的沃土。以“甘味入湘”为主题

的农产品推介活动，架起了两省经济合作的

桥梁，为两省之间的合作增添了无限活力。

—甘肃优质特色农产品首闯中部市场见闻

“ 甘 味 ”香 飘 三 湘 大 地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宝强

眼下，走进位于白银市景泰县的甘肃农垦条

山农场万亩马铃薯基地，整齐的大条田里，一垄

垄长势良好的马铃薯正值盛花期。远远望去，白

色、粉色、紫色的马铃薯花如同千万只飞舞的蝴

蝶在风中摇曳，阵阵花香扑鼻而来，伴随着泥土

的芳香，沁人心脾。

“别看这花不大起眼，下面可结着‘金蛋蛋’

呢。”条山农场马铃薯产业事业部副经理韩锋，就

花朵长势和秧苗判断出地下块茎的长势和来年的

收成，从这时候起，作物根部已长出大小各异的马

铃薯，两三个月后，这片土地将迎来收获的季节。

高科技保驾护航

科技是农业生产的第一推动力。在条山农

场马铃薯种植基地，天上飞的无人机，地上跑的

各种北斗导航机械，一台台驰骋在田间的智慧农

机正在为农业增产增收保驾护航。

工作人员彭孔宇正操作着一台打药机有序

地穿梭于田间，所经之处，一道道药雾均匀喷洒

在马铃薯茎秆和叶面上，短短一小时，就完成了

近百亩马铃薯统防统治任务。“不仅作业速度快，

喷洒均匀，还极大降低了喷洒水肥的成本，极大

地节省了人力物力。”彭孔宇介绍。

相比传统的人工防治，这种方式不仅能加速推

进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技术和统防统治社会

化服务有机融合，还能提高病虫害防治效果和农药

利用率，从而实现马铃薯增产增效的良好效果。

在另一块大条田里，一台大型拖拉机在马铃

薯地里松土、起垄等田间管理。技术人员庄建利

正借助一部智能手机，操作手机程序启动了田间

滴灌带智能电磁阀门。很快，滴灌系统开始运

作，成片的马铃薯便“喝”上了水。

“过去是手动开关闸门，全靠很多的水管员

来回跑。如今只需手机操控便可完成，甚至坐在

家里都可操作何时开关、用水多少，不仅大大节

省了劳动量，还可实现精准控制浇水施肥。”庄建

利介绍，从灌溉到施肥，可以通过该系统进行远

程操作，工作人员不需要守在田间地头。

近年来，条山农场大力推广网络技术、数字

技术，以智慧农业为引领，利用北斗导航系统，保

证作业质量和作业精度。一系列数字农业科技

措施的投入，正成为推动条山农场农业生产的深

度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法宝。

量身定制“营养餐”

“土蛋蛋”变“金豆豆”，靠的不仅仅是智慧

化、机械化管理，智能水肥一体化设备的运用，也

为条山马铃薯增产增收赋能。

走进条山农场配肥站，宽敞的厂房里中微量

元素区、钾肥区、磷肥区、氮肥区等区域整齐地堆

放着相应的固体原料，机器设备轰鸣，自动化生

产线加速运转，工人们忙碌不停。

在智能水肥一体化控制室里，技术员刘静正

通过一台电脑进行相应参数设置，随后一辆叉车

将一袋袋钾、磷等化肥原料和微量元素放入智能

配肥机，智能配肥机则根据输入的参数配方自动

将各种原料按比例混合，短短几分钟，一批配制

好的测土配方肥便从智能配肥机中流入储藏罐，

最终通过水肥一体化滴灌等设施的应用，能够快

速便捷地将精准配肥输送到作物根部，实现了对

植物与土壤营养的及时补充。

“我们这个系统会根据马铃薯不同生长期需水

量、需肥量的不同，有针对性地进行设定，定时定量

配置所需液体配方肥。”刘静告诉记者，现在仅需一

台电脑就可实现整体运行，真正做到了省时省力。

更值得一提的是，条山农场配肥站采用的是

冷混工艺，可生产出多个配方，供不同作物不同

阶段施用，生产线上原料的添加和计量均采用自

动控制，精确控制产品质量在主要指标上的差异

小于 0.1%。配肥站生产过程中严格按照国家标

准执行，可实现肥料配方检测，质量追溯。配肥

站年配肥能力 1 万吨，施肥面积达到 2 万亩以上，

日配送能力达到 80 吨，为马铃薯产业的持续高

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好种子提升产量质量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有好的原种才有好的

产量和品质。马铃薯繁育体系也是条山农场马

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的一环。

走进条山农场马铃薯原原种繁育基地，一

排排钢结构网棚和日光温室大棚整齐排列，一

株 株 嫩 绿 的 马 铃 薯 种 薯 苗 枝 繁 叶 茂 、长 势 喜

人。技术员曹振君正在查看棚内温度、土壤情

况和马铃薯原原种生长状况。在另一块区域，

工人们忙着铺地网、铺基质，布设防虫网，喷水，

移栽，施肥等工作。

据了解，马铃薯原原种繁育基地总占地面

积为 124 亩，拥有半自动化日光温室 12 座，防

虫网室 75 座。原原种生产严格按照种薯生产

工艺流程操作，从组培茎间剥离开始，到病毒检

测，后经剪切快繁、炼苗室炼苗、温网室移栽、压

苗、收获、分选入库等步骤，完成了一个完整的

原原种生产流程，从源头上确保了生产出优质

高效的马铃薯种薯，也是条山农场马铃薯产量

高、品质好的关键。

“我们的马铃薯不愁卖。农场种植的是加工

型专用马铃薯，具有产量高、产品还原糖含量低、

炸片颜色浅、薯块芽眼浅、干物质含量高等优点，

是薯条加工的理想品种，深受国内外市场青睐，

未成熟的时候就被订购一空。”条山农场副经理

焦慧元说。

据悉，马铃薯产业是条山农场的主导产业和

订单农业之一，主栽品种有大西洋、布尔班克、东

农 310 和 陇 薯 3 号 等 ，产 品 被 认 定 为“ 绿 色 食

品”，生产基地通过 GAP 认证，是多家马铃薯加

工企业的最佳原料生产基地。今年，条山农场种

植马铃薯 2.8 万亩，自有耕地种植 1 万亩、流转土

地种植 1.8 万亩，预计实现收入 1.5 亿元、利润

3000 万元。

群花烂漫、姹紫嫣红。马铃薯花与蓝天白云

相互映衬，科技与农业“双向奔赴”，这片热土上

酝酿着丰收的希望。

——甘肃农垦条山农场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

洋 芋 花 开 赛 牡 丹洋 芋 花 开 赛 牡 丹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马国顺

庆阳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深

厚红色基因。近年来，依托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的注入，庆阳在乡村振兴道路

上取得显著成效。

自 2016 年以来，庆阳市共接收中央

专项彩票公益金资金 3.3 亿元，在支持当

地实现脱贫攻坚、发展特色产业、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公益性基础设施

以及带动脱贫劳动力就业增收等多个领

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乡村建设提

档升级、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以及乡村治

理的提升改进。

庆阳市正宁县是革命老区和陕甘宁

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 年，该县成

功入选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欠发达

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项目。

正宁县把该项目作为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发

展机遇，制定印发《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支持欠发达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建设项目

实施方案》，编制完成《正宁县乡村振兴

建设规划》，打造具有正宁特色的乡村振

兴示范区，确定了肉牛产业示范片带和

四郎河川区整流域推进示范片带，覆盖

3 个乡镇 6 个行政村。

正宁县大力发展合作组织、家庭农

场、规模养殖户，培育形成 2 个养牛专业

乡镇、10 个肉牛养殖专业村。同时，组

织实施公益设施改造工程、安全饮水提

升 工 程 等 基 础 设 施 项 目 ，硬 化 入 户 路

11.7 万平方米、庭院 9600 平方米，新修

排水渠 2.1 万米，新建调蓄水池 5 座，维

修蔬菜大棚 29 座。大力整治村庄和公

路沿线环境卫生，安装垃圾分类收集箱

41 个，平整土坎 14.5 万平方米，治理公

路 沿 线 13 公 里 ，使 得 乡 村 面 貌 持 续 改

善，更加宜居宜业。

华池县、合水县也得到了这一支持

项目的资金注入。

依托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项目，华

池县南梁镇政府为荔园堡村何沟门安置点配套建设硬化道

路、供排水管网、供暖管网及电力线路配套基础设施，进一步

延长了荔园堡村产业链条，带动周边 41 户农户实现就近务工

就业，群众文旅产业收入可达到总收入的 30%以上；城壕镇

发展食用菌补助项目，种植黑木耳 400 万棒、香菇 300 万棒、

平菇 120 万棒，提供固定就业岗位 50 余人，食用菌采摘、晾晒

等务工岗位 400 余人，务工年收入 300 万元，为村集体固定分

红达 5 万元。城壕镇还新建了标准化养殖棚圈，发展养殖大

户 200 余户，养殖肉牛 746 头，年人均收入可达 2 万元以上。

目前，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 3 个县实施具体项目 71

个，其中特色产业类项目 20 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公益性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47 个，带动脱贫劳动力就业增收项目 4

个，彩票公益金项目在推动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的乡村振兴项目，正宁县

统筹相关部门力量，聚力推动项目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选优配强示范区镇、村两级领导班子，调整

充实帮扶力量，向脱贫村、乡村振兴示范村统筹选派驻村帮扶

工作队 29 支 91 人，公开选聘专职化村党组织书记 28 名，形成

了上下联动、左右协调的工作格局。

县镇村三级党组织围绕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组织实施劳

动力技能培训项目，采取专业机构培训、岗位提升培训相结合

的方式，开展“一对一、点对点”农业实用技术人员培训 130 场

次，培训农民 6300 人次，提高了群众的致富本领，群众自主发

展能力得到有效增强。

正宁县利用产业致富人才、科技特派人才、专业技术人才

94 名对接企业、镇村，带领示范区内多个种养专业合作社和

家庭农场发展温室大棚、矮砧苹果建园、生猪繁育、肉牛育肥

等种养技术。建立了科技人才与示范区产业基地一对一帮扶

机制，手把手传授技术，培育了一批“懂经营、会管理、有技术”

的新时代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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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正在马铃薯种植基地进行病虫害防治作业。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宝强

平凉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向媒体推介

“甘味”农产品。

“甘味”农产品展示馆在中博会上受热捧。 本文摄影：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马国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