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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月 ，河 西 走 廊 阳 光 炙 热 。 淡

绿、翠绿、浓绿铺展开来，一片片骆驼

刺、芨芨草、梭梭林点缀戈壁滩，一排

排白杨树、钻天杨等防风林带如网格

舒 展 在 戈 壁 绿 洲 交 汇 处 ，一 方 方 小

麦 、玉米 、瓜果蔬菜等在农田里流青

溢翠，生机勃勃。

河西走廊的绿洲农业，在现代科

技赋能下，向“新”向“质”，焕发出无限

活力。7 月 4 日至 5 日在酒泉市举行的

全省土肥水技术培训现场推进会上，

一个个省级百亩攻关方、千亩示范田、

万亩示范片，一项项集成配套的新技

术、新产品、新设备，一批批集成土肥

水高效实用技术的示范点，精彩亮相，

展示了近年来全省土肥水工作取得的

新成效，为全省实施“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技术创新打造出高产新样板。

挖掘“土”的潜能 治理盐碱耕地

土 是 根 基 。“ 万 物 土 中 生 ，有 土 斯 有

粮”。我省先后建立了土壤养分丰缺、地力

评价、耕地质量监测、土壤墒情监测等四大

指标体系，集成研发了节水降盐增碳、固碳

保水补磷、增碳补磷固氮、补碳固氮增磷增

钾等四大耕地质量快速提升技术，依托种

养循环农业试点等项目，持续提升土壤肥

力，耕地质量等级提升 0.1 个等级。

值得一提的是，我省实施盐碱地综合

治理技术，不断改良盐碱地，昔日白茫茫盐

碱滩，如今变身丰产田。

记者来到金塔县中东镇上三分村，田

间的蓖麻茎秆粗壮，舒展着宽大的叶子，结

出一串串饱满的果实。“我们引进了以色列

凯丰 4 号蓖麻新品种，试种了 50 亩，1 亩预

计生产 400 至 500 公斤蓖麻，按照目前 1 公

斤收购价 6 元计算，亩收入约 2500 元。”金

塔县中东镇镇长金鑫介绍。

“上三分村地势低，属于讨赖河鸳鸯灌

区，低洼处形成盐碱地，以前土壤耕层 pH

值高达 10 以上，造成土壤板结，种的庄稼

不出苗、出苗后易倒伏。如今在 1000 亩示

范田综合应用省耕地质量建设保护总站推

广 的‘ 滴 灌 控 盐 +盐 碱 地 改 良 剂 +酸 性 肥

料+微生物菌剂’技术模式，种植了耐盐碱

作物蓖麻、牧草及小麦、玉米、辣椒等，通过

盐碱地改良，土壤 pH 值下降到 8.4，全盐含

量有所下降。”金塔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

级农艺师朱晓涛说。

上三分村的轻度盐碱地，经过治理，变

成了高效田。而在东坝镇小河口村的中度

盐碱地，经过改良，变成了吨粮田。

记者在小河口村看到，一片片小麦田绿

中泛黄，宁春 4 号小麦长势良好，麦穗较长、

麦粒饱满，清风吹过，麦芒刷刷作响，洋溢着

丰收的气息。“在中国农业大学、省耕地质量

建设保护总站、省农科院及上海绿乐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支持下，我们综合治理中度盐碱

地 1050 亩，分类开展土壤修复菌剂、水溶肥

筛选、河沙压盐等研究 15 项，减轻了土壤盐

碱化危害，改变了庄稼苗死、苗不长的状况，

原来的盐碱硬土变得土质疏松，浅埋滴灌小

麦等庄稼长得旺，亩均收益增长了 200 元。”

金塔县东坝镇党委书记王永琦说。

良法治盐碱，唤醒沉睡地，金塔县今年

着力改良盐碱耕地 1 万亩，其中重度盐碱

地 3000 亩、中度盐碱地 5000 亩、轻度盐碱

地 2000 亩，让万亩土地焕发新活力。

省耕地质量建设保护总站站长、正高级

农艺师郭世乾介绍，我省综合利用工程、农

艺、生物、化学、物理等措施探索盐碱耕地治

理，创新研发了“培肥控盐”“节水阻盐”“灌水

降盐”“适种抗盐”四大综合治理技术，构建健

康肥沃的耕层土壤，2020 年以来在瓜州、玉

门、甘州、临泽、高台、景泰 6个市县区探索改

良盐碱耕地 10万亩，为落实“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积累了宝贵经验。

用好“肥”的资源 科学配方施肥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科学施肥

是农作物健康生长环境的一项关键举措，

也是提升农作物单产和保障粮食等重要农

产品有效供给的关键措施。与会农技工作

者赴酒泉市肥料生产企业参观，了解肥料

产品更新换代，探索肥料农企对接，促进科

学施肥增效技术落地进田。

来 到 酒 泉 富 农 生 物 农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肉羊养殖场、食用菌基地、果蔬种植区

和现代厂房错落有致。在发酵车间，堆放

着一堆堆褐色的羊粪；颗粒肥生产车间，机

声隆隆，自动化生产线生产出的有机肥无

异味；水溶肥生产车间，干净整洁，摆放着

一桶桶水溶肥料。

作为一家国有控股绿色生态环保有机

肥企业，公司取得了 4 项国家知识产权商

标和 20 项实用新型专利，年生产能力 10 万

吨以上，年转化利用当地畜禽养殖废弃物

80 万吨以上，近两年参与肃州区绿色种养

循环农业试点，累计粪肥还田 8.5 万亩。“生

产的有机肥料、生物有机肥、有机无机复混

肥、水溶肥系列产品畅销本省和新疆、内蒙

古、青海等地，还出口到哈萨克斯坦。”公司

工作人员介绍。

在甘肃农资酒泉智能水溶肥厂，自动

流水生产线崭新锃亮，机器人抓举操作充

满现代气息，一袋袋肥料码得整齐有序。

公司经理沈明说：“我厂是今年 2 月份由省

供销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省农资化肥有限

公司投资组建，建成年产 10 万吨水溶肥生

产线，主要生产生物菌剂液体肥和大量元

素、中量元素、微量元素营养配肥等，致力

于修复治理土壤，为作物健康生产提供解

决方案，打造全省设施农业、水肥一体化的

水溶肥基地。”

肃州区总寨镇西店村六组玉米单产示

范工程基地，玉米田郁郁葱葱，如青纱帐一

般。“今年试验示范中，在玉米田里施肥时

加了肥料增效剂，提高了氮肥利用率，这是

上海金仓医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氮

肥缓释剂，目前在武威投资建厂，产品值得

推广。”省农科院土壤肥料与节水农业研究

所车宗贤研究员说。

“地里施的肥料并不是越多越好，完全

排斥化肥也不合理，要科学施用化肥，同时

要引导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就近利用

好畜禽粪便等有机肥资源，促进农业绿色

发展。”省耕地质量建设保护总站副站长、

正高级农艺师武翻江认为。

据悉，我省总结提出了化肥减量增效

四大技术体系，研究提出了黄河流域节水

减肥绿色增效集成八大技术模式，测土配

方施肥技术覆盖率保持在 90%以上，化肥

利用率达 41.8%，并构建了粪肥还田五大

机制，带动全省有机肥年施用面积 3200 万

亩以上，使全省耕地质量稳中有升。

提高“水”的效益 推广高效节水

水是农作物生长的命脉。记者来到肃

州区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核心区，茂密

的玉米根部，埋有黑色的滴灌细管，并覆有

地膜，地气很潮湿。

“我们开展了 490 亩玉米浅埋滴灌水肥

一体化核心技术示范田，这项技术在玉米行

间将滴灌带浅埋，使用小流量滴灌系统，每次

亩均滴水30立方米，玉米生育期全程滴灌11

次，亩用水量 330 立方米，比常规滴灌节水

27%，较普通漫灌节水 60%以上，极大节约了

水资源。”肃州区农技中心副主任孔融介绍，

示 范 点 预 计 亩 产 玉 米 1100 公 斤 ，亩 增 产

10%以上、亩节本增效200元以上。

据悉，该示范点作为肃州区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重点实施区域，今年，肃州区农

技中心积极与中国农科院、省耕地质量建

设保护总站、河西学院联合开展玉米浅埋

滴灌水肥一体化核心技术示范、玉米密植

高产机械化栽培技术示范和玉米膜下滴灌

水盐扩散试验研究，引进金粒 1702 等耐密

高产宜机收玉米新品种 23 个，植物生长调

节剂 5 种，示范北斗导航播种等新机械 5

种，集成技术模式，促进施肥精准，示范带

动了肃州区种植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来到金塔县金塔镇营泉村，柔软的沙地

上，搭建着一排排日光温室，淡蓝色的棚膜在

阳光下熠熠生辉。走进温室，沙土上种植着

一行行西瓜、甜瓜，一条条碧绿的枝蔓沿着架

线向上攀缘，结着一颗颗饱满的小吊瓜，惹人

喜爱。有墨绿色的“丰甜甜墨希”、金黄色的

“哈研蜜 2号”、深绿斑纹的“福禧美都”等 420

多种国内外优质西甜瓜品种。

“利用这里的沙漠资源、光热资源，通

过科技创新发展阳光产业、节水农业，建设

沙漠生态高效节水农业科技示范区，我们

实施西瓜节水沙培、番茄基质栽培、鱼菜共

生循环、水肥一体化智控等技术，实现了

光、热、水、肥、土壤等资源高效循环利用，

种植的垄膜沟灌高效西瓜 1 亩仅用水 50 立

方米。”酒泉市农技中心主任张国森介绍。

营泉村村民段金铃承包了 3 座日光温

室。“今年种了两棚西瓜、一棚西红柿，5 月

底西瓜就卖完了。最近西红柿卖得好，3 斤

卖 10 元，好多人来抢着买哩。”段金铃一边

说一忙着给客户称西红柿。

干旱缺水是甘肃农业发展的最大制约

因素。我省提升总结的“水肥一体化、覆膜

保墒、集雨补灌、引水上山”节水增粮四大

技 术 路 径 ，按 照《甘 肃 省 节 水 农 业 方 案

（2024-2026 年）》要求，采取“管灌+滴灌”

“集雨+补灌”模式，推广“旱作农业+节水

农业”。截至目前，全省推广以全膜双垄沟

播为主的旱作农业节水技术面积达 1800

多万亩，以覆膜灌溉为主的灌区农业节水

技术面积达 1300 万亩，占有效灌溉面积和

耕地实灌面积的 67%、74%左右。

—全省土肥水技术现场观摩培训推进会见闻

科 技 赋 能 沃 野 生 金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思璇

仲夏时节，清风拂面。青山环抱之间，核桃树

郁郁葱葱，中药材香飘四溢，花椒林硕果累累，土蜂

采蜜忙不停，食用菌撑起致富伞，畜牧养殖生机勃

勃……这是陇南成县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做

活“林下”文章，奏响的“林下+”乡村产业振兴曲。

走进成县王磨镇林口村，干净平整的水泥路

延伸至院落屋舍，绿树掩映下的民居错落有致，

连片的花椒林让整个村子都飘散着淡淡的清香。

林口村地处深山之中，是曾经的深度贫困村，

典型的“以山养村、靠林吃饭”。近年来，该村以产业

发展靠特色的发展思路，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结合当

地自然资源，大力发展核桃、花椒、连翘、茯苓等特色

种植，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到现代产业的转变。

“ 这 些 土 地 都 是 砂 石 地 ，种 庄 稼 啥 都 长 不

好，试着种上花椒树，没想到长得挺好，产量和

品质还不错。”林口村村民祁小红说，去年她家

花椒收入 1 万多元。

“收入一年比一年好，看着硕果累累的花椒心

里可高兴了！”花椒种植收益好，让祁小红吃上了定

心丸，目前她家的13亩花椒已陆续进入挂果期。

“今年的蜜源好，蜂蜜产量很不错，第一次采

了 1700 多斤蜂蜜，秋后还可以采几百斤，全部卖

了可以收入 6 万多元。”说这话的是陈小燕，她是

村里的蜜蜂养殖大户。

借助林口村独特的生态资源，在大家的帮助

下，陈小燕利用自己多年的养蜂技术，从最初的

十多箱逐渐扩大到 100 多箱，每年收入 5 万至 6

万元，带动 20 多户群众养蜂 400 多箱。

走进纸坊镇庙下村中药材种植基地，贯叶连

翘绿意盎然，金黄色的花朵陆续开放，药香悠悠。

一次偶然的机遇，庙下村村民王明明从外地亲

戚处了解到贯叶连翘种植的效益可观，萌生了引进

种植的想法。年初他租用大棚引进种子育出药苗，

流转了 150亩土地全部栽上了贯叶连翘，成为村上

的种植大户。在他精心管护之下，即将迎来收获。

“今年种植的只能收割一次，预计每亩能收

干货 300 公斤左右，每亩收益能到 3000 元。”王

明明说，明后两年只需要除草管护，每年可收两

次，效益会更明显。

贯叶连翘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对土地要求

低，种植技术要求简单，地上部分可全部入药，种植

一次可以连续收割三年。它的引进试种成功，不仅

让王明明有可观的收入，还带动周边群众务工就业。

纸坊镇地处成县西部，有 4.2 万余亩耕地。

在保障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基础上，该镇结合撂

荒地整治，培育新型产业。通过合作社示范带

动、引进企业联户种植、发展订单销售等措施，引

导群众种植桔梗、半夏、党参等中药材 9300 余

亩，不仅激活了乡村经济的“一池春水”，更为乡

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去年村上把这些闲置的荒坡重新开垦出

来，今年流转给种植大户种植中药材。”纸坊镇刘

山村党支部书记魏旭说，村容村貌换了新颜，还

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

时下，在沙坝镇桦树村淫羊藿种植基地，正

是开展套袋采收种子和田间管理的重要时机。

“每天都有 20 多人来基地务工，要持续到 9

月底收割结束。为群众提供务工增收的同时，我

们还带动了周边 30 多户种植 200 多亩。”种植大

户王丽超边指导群众对淫羊藿套袋收集种子，边

介绍着基地建设情况。

沙坝镇是成县的水源涵养区，“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88.5%的森林面积覆盖率是厚实

的家底。淫羊藿种植产业便是该镇探索绿色生

态与富民产业深度融合的发展之路，实现“绿美

乡村”向“绿美经济”的蝶变。

“别小看地里随处可见的淫羊藿，一年种植

多年采收，每年可以采收鲜叶 2 次。”王丽超的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她说，今年能采收的淫羊藿已

达到了 100 亩，产量在 20 吨左右，算上种子的收

入，预计纯收入可达 100 多万元。

今年 56 岁的姜建英是村里的大忙人，在基

地开建之时，她便在这里务工，同时照顾一家人

的 生 活 起 居 。“ 工 资 每 天 80 元 ，务 工 照 家 两 不

误。虽然每天忙点，但日子过得充实又满足。”

姜建英说。

这只是成县发展绿色富民产业的缩影。

“ 兴 一 项 产 业 ，富 一 方 百 姓 。”成 县 立 足 资

源 和 政 策 优 势 ，按 照 一 村 一 品 产 业 规 划 ，突 出

绿 色 产 业 发 展 ，实 现 多 点 开 花 的 局 面 。 同 时 ，

充 分 发 挥 特 色 种 植 基 地 、合 作 社 和 家 庭 农 场

的 集 群 效 应 与 带 动 效 应 ，乡 村 振 兴 和 绿 美 乡

村 建 设 的 深 度 融 合 ，谱 写 出 了 农 业 强 、农 村

美、农民富的新篇章。

——陇南成县奏响“林下+”产业振兴曲

生态宜居环境美生态宜居环境美 产业兴旺村民富产业兴旺村民富

本报临夏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海晓宁）近日，

甘肃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暨广河牛羊全产业链品牌展

销推介活动临夏州广河县举办。活动以市场为导向，

围绕广河县以牛羊肉为代表的特色农产品开展产销对

接，搭建特优农产品“供”“销”双向流通服务平台，为来

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和供应商提供高效顺畅的对接服

务，现场签订采购协议 19 份。

此 次 展 销 推 介 活 动 受 邀 采 购 商 54 家 、参 展 商 37

家，参展产品涉及广河牛羊肉等农特产品近 100 种，涵

盖牛羊肉、火锅底料及蘸料、干果、花椒、八宝茶饮品等

产品，与全国各地农产品经销企业建立了更加紧密的

合作关系，推动广河牛羊肉等地方农特产品走出大山，

走向全国消费者的餐桌。

近年来，广河县按照农业优先型、工业主导型的发展

定位，因势利导、借势发力，明确提出推动牛羊全产业链发

展的思路举措，从种养加销各环节入手，着力补短板、强弱

项、延链条，全力推动牛羊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广河农特产品受客商青睐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宝强

庄园牧场老兰州系列酸奶、黄羊河甜

糯玉米、好食邦杏皮茶、条山蜂蜜、兴农辣

椒、普安康御米油、普华甜菊糖……在第三

十届兰洽会上，甘肃农垦集团上百种名优

特精农产品集体亮相展会，为来自国内外

的客商带来了舌尖上的“甘味”体验。

“除了这种老兰州酸奶口味很独特，庄

园牛奶也很地道。”在庄园牧场专柜，来自

广西的客商焦保平品鉴完庄园的浆水酸

奶、苦水玫瑰酸奶等具有甘肃地域特色的

产品后，表达了合作意向，准备将这些好的

牛奶推向广西。

庄园牧场营销部工作人员刘江雷介

绍，此次展馆里展示的自主研发的 7 种酸

奶和雪糕最受参会客商欢迎，针对好的品

质和口味，陆续有天津、四川、山西、陕西等

多地的客商前来洽谈，希望将这些产品带

到各自的家乡，让更多的人品尝到甘肃地

道“甘味”。

在展馆外围，设有互动体验区，调酒师

灵活翻转手中的摇酒壶，不一会儿就用莫高

干红、干白等为基酒调制而成的颜色诱人、

口感独特的鸡尾酒摆放在桌上。“口感特别

棒。”几位来自白俄罗斯的客商品尝后，连连

竖起大拇指，对莫高新产品研发思路以及莫

高推出的葡萄露酒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近年来，甘肃农垦集团通过种植基地

标准化、生产机械化、发展产业化等，年均

种植粮食超过 40 万亩，规模化养殖奶牛、

肉牛、生猪超过 10 万头，30 万亩的天然牧

场年均供给肉羊超过 20 万只，年生产复方

甘草片等计划类药品超过 5 亿片，形成了

“种、加、研、销”为一体的全链条保供体系，

有力支持了省内“粮、肉、奶、菜、药”等重要

物资生产保障。

同时，先后建成 3 个国家级、17 个省级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个国家级现代

农业示范区和 1个国家级绿色农业示范区，

打造了“莫高”“黄羊河”“条山”“普安康”等 4

个中国驰名商标和“庄园”“好食邦”“绿鑫”

等 20多个省级著名商标，旗下农产品“三品

一标”质量认证率达到90%以上。

作为省内唯一承担“甘味”品牌运营职责的企业，甘

肃农垦集团立足省情企情，聚集资源禀赋，紧盯市场需

求，强化“甘味”品牌赋能农垦品牌，“甘味+农垦”品牌运

营持续发力，“甘味”区域公用品牌连续三年蝉联中国区

域农业形象品牌影响力指数百强榜首。

今年兰洽会，甘肃农垦馆以“打造一流现代农业企

业集团，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主题，以“良品生活、

源自农垦”为设计灵感，突出绿色主色调，彰显推进绿色

种养、生产绿色食品、发展绿色农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的企业理念。

甘肃农垦集团组织旗下亚盛股份等 11 家企业参展，

展品主要有葡萄酒、食品、饮料、乳制品、特色食用油、节

水灌溉、房地产等，旨在进一步促进甘肃农垦集团与国

内外客商的合作交流，全景式展示集团特色产品风采和

改革发展成就，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为企业高质量发

展蓄势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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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土肥水技术培训会观摩现场。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朝霞

陈小燕（左）查看蜂箱。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刘建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