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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

报记者冯宝强）兰州市安宁区持

续打造多级联动、上下贯通、有机

衔接的区、镇（涉农街道）、村（涉

农社区）三级交易服务体系，齐抓

共管、各司其职，协力推进农村产

权流转交易。截至目前，安宁区

完成产权交易额 1167.5 万元，涉

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经

营性资产、工程项目招投标、生物

性资产等 4 个交易品种。

今年以来，安宁区抢抓兰州

市国家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

化试点契机，以盘活农村集体资

源、畅通城乡要素流通为目的，推

动制度完善，制定出台《兰州市安

宁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试

点实施方案》，成立安宁区农村产

权流转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印

发《安宁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管

理办法（试行）》，在安宁区农业农

村 局 设 立 区 级 农 村 产 权 交 易 机

构，建立两镇和 6 个涉农街道服

务工作站、16 个行政村和 33 个涉

农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服务网

点。同时，督促各镇（涉农街道）

深入挖掘交易线索，多项措施的

强力实施使得全区农村产权流转

交易呈现总量快速增长，品种持

续增加的良性发展态势，有力推

动集体和农民“双增收”。

截至目前，安宁区完成产权

交易额 1167.5 万元，涉及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集体经营性资产、

工程项目招投标、生物性资产等

4 个交易品种。另有 19 个交易项

目在市农交中心完成挂牌，拟成

交金额 1100 万元。

据 了 解 ，安 宁 区 将 进 一 步 摸 清 集 体“ 家

底”，督促各镇（涉农街道）按照产权交易“六统

一”管理模式，紧盯农村工程建设项目、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商铺和闲置房屋等集体经

营性资产等关键环节，深挖产权交易线索，推

进集体资产资源“应纳尽纳、阳光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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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于晓明

时下的陇中大地，千山一碧，绿意盎然。站

在定西市安定区凤翔镇响河村的响河梁上，远

望整个响河流域，山峁好似披了件绿衣。当地

经过多年的小流域治理，昔日的荒山秃岭，变成

今日的葱茏林海。

“山顶造林戴帽子、山坡种草披褂子、山腰梯

田系带子、山下建棚围裙子、沟底打坝穿靴子”，响

河流域已建成各类淤地坝 17座、小型拦蓄工程谷

坊 1430道、水窖 5320眼……种种水土保持措施，

让该流域林草覆盖率达到 46.4%，累计完成水土

流 失 治 理 面 积 64.6 平 方 公 里 ，治 理 程 度 达 到

81.3%，实现了“土不下山、泥不出沟、就地拦蓄、生

态改善”的目标，流域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水土保持是江河保护治理的根本措施，是生态

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甘肃是黄河的重要水源涵

养区，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重点防控区。建设淤

地坝是黄土高原地区一种行之有效的水土保持工

程措施。记者日前走进定西市安定区，从当地淤地

坝建设管理看甘肃围绕淤地坝提质增效、生态补

偿，如何构建淤地坝建设管理与生态恢复新格局。

聚 焦 规 划 建 设 提 升 淤 地 坝
综合效益

沿着乡村公路进入定西市安定区青岚山乡

打鹿村，站在山坡上放眼望去，薄膜与梯田相互

映衬，淤地坝内水光潋滟。

“淤地坝蓄上水之后，周围的空气都感觉湿

润了不少。”打鹿村何家庄社社长何建中说，淤

地坝建成后，周围的环境整洁了。

“打鹿岔大型淤地坝去年开工建成，工程由

坝体、放水建筑物和泄洪洞三大件组成。”定西

市安定区水土保持站工程股股长董俊天介绍，

该 淤 地 坝 总 库 容 90.16 万 立 方 米 ，拦 泥 库 容

35.85 万立方米，坝控面积 8 平方公里，设计淤

积年限 11 年，总投资 416.19 万元。

“为了防治淤地坝工程建设过程造成的人为

水土流失，淤地坝建成后，我们对削坡平台、取土

场、弃土场、溢洪道覆土等区域进行了整地绿化和

美化，种植了云杉等绿化美化树种。”定西市安定

区水土保持站副站长秦满麟介绍，水保部门还在

坝库及周边栽植生态树种，促进陡坡地退耕还林

还草，增加了林草覆盖面积，美化了坝库的环境。

我省黄土高原地区沟道侵蚀严重，巴家咀等

一批水库泥沙淤积，山区跨沟修路难度大、架桥成

本高。近年来，甘肃省在广泛开展调查研究、组织

专家反复论证的基础上，编制了《甘肃省黄土高原

地区水土保持淤地坝建设专项规划报告》，计划用

15年时间，逐年推进新建淤地坝3109座。淤地坝

工程建设连续3年纳入省政府为民办实事。

“选择建设淤地坝的条件是非常严格。要严

卡坝控面积、库容大小，看沟道有无滑坡、渗水，能

否满足建坝条件。目前安定区淤地坝项目储备库

内有 42座淤地坝计划新建。”秦满麟介绍，水保部

门在选址时将群众积极性高、充分发挥效益、建坝

条件良好作为前期条件，通过层层审核把关，初步

规划勘察，建立项目储备库，逐年申请建设。

淤地坝不仅发挥了拦泥、淤地功能，还能起

到抗旱、行路作用，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建成的淤地坝有‘以坝带路’的功能。”秦满麟

说，通过修建淤地坝，解决了淤地坝两岸群众的

交通问题，保障了当地群众生命财产和生产建

设安全，减轻了下游的防洪压力。

“如此方便的交通条件是第一次。”何建中说，

过去村民外出必须要经过现在坝体内的沟壑，汛

期下雨天，沟壑内水流较大，通行时很不安全。

为减轻淤地坝防汛压力和降低维修养护成本，

甘肃创新提出“提质增效变水源”“生态补偿变农

田”“坝顶改造变公路”“近自然治理变水沟”的“四

变”改革，已累计完成 137座，其中，“坝变水源”11

座，“坝变田”31座，“坝变路”69座，“坝变沟”26座，

构建起淤地坝建设管理与生态恢复新格局，为补充

抗旱应急供水、推进坝地用于耕地占补平衡、方便

群众出行、改善生态环境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探 索 信 息 化 建 设 扎 实 做 好
淤地坝防汛

“淤地坝警戒区域，请勿逗留游玩，尽快离

开。”安定区淤地坝智慧监测平台正通过广播的

方式，警示想要闯入杨家庄淤地坝的人群。为

探索高标准淤地坝建设模式，安定区在信息

化建设方面进行大胆尝试，对全区重点盯

防的 23 座淤地坝安装了信息监测设施，

极大地提升了淤地坝信息化管理水平。

“今年以来，中国铁塔定西分公

司与安定区水土保持站合作，为 14

座淤地坝安装智慧监测平台。智慧

监测平台通过视频监控设备、雷达水

位监测设备、雨量监测设备的实时监

测及数据上传，可以实时掌握坝体雨

水情，并通过云广播系统，与现场进行

实时互动。”中国铁塔定西分公司淤地

坝智慧监测平台项目经理刘大伟介绍，平

台将淤地坝基础信息、物联设备信息、摄像

机、雨量筒及告警事件进行汇聚展示，实现二

三维一体化、不同图层数据叠加融合展示。平

台既展示单个点位淤地坝情况，也可综合展示所

有已建设淤地坝情况，结合多风格便捷地图交

互，方便用户了解全局信息。

杨家庄淤地坝技术责任人董俊天打开手机

APP，可以清楚地看到淤地坝现场实时监控画

面。“通过手机 APP，可以直接看到淤地坝的基

本场景，以及人员闯入、水面漂浮物、机械施工、

垃圾堆放等自动告警信息。”董俊天说，目前可

以利用手机对淤地坝重点部位进行全天候 24

小时监控，对固定区域设置预置位巡航。

监测平台的雨水情监测实现了对淤地坝水位

变化、降雨过程等进行实时、动态、连续的监测，确

保测得到、报得出、报得准，为淤地坝主管单位和

各级防汛部门提供科学的调度决策依据，为防汛

抗旱、应急抢险、生态保护等提供科学保障。

一直以来，甘肃把淤地坝安全度汛作为水土保

持工作的重中之重，压实防汛责任链条，及时更新调

整淤地坝防汛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将淤

地坝防汛纳入全省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汛期严格落

实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和领导带班制度，充分利用

“甘肃智慧水利”系统，强化“四预”措施，提升防御能

力。目前，全省1142座大中型淤地坝实现基础信息

标准化和规范化管理，137座重要淤地坝实现了水

位、雨量、现场运行画面24小时在线监控。

——从定西市安定区看甘肃如何推进淤地坝建设管理

黄 土 高 原 的 绿 色 生 态 典 范黄 土 高 原 的 绿 色 生 态 典 范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朝霞 海晓宁

沿着河西走廊西行，穿过瀚海戈壁，来到

甘肃农垦饮马农场。饮马农场北临马鬃山，东

南接壤玉门市，西连瓜州县，祁连山冰雪融水

奔流在四通八达的渠道里，滋润着饮马农场广

袤的大条田。

正值盛夏，田野里缤纷多彩。黄澄澄的

小 麦 在 清 风 吹 拂 下 ，波 浪 滚 滚 ；金 灿 灿 的 油

葵 、食 葵 等 油 料 作 物 陆 续 进 入 盛 花 期 ，怒 放

“ 笑 脸 ”，明 艳 欲 滴 ；绿 油 油 的 苜 蓿 、燕 麦 等

牧 草 ，一 碧 万 顷 ，秀 美 壮 观 ；春 黄 菊 、茴 香 等

香料作物盛开着细碎小花，如一只只彩蝶飞

舞田间……

饮 马 农 场 立 足 区 位 优 势 调 整 产 业 结

构 ，发 挥 科 技 引 领“ 示 范 区 ”先 锋 ，建 设

智 慧 农 业 园 区 ；坚 守 国 有 农 场“ 国 家 队 ”

使 命 ，保 障 粮 食 安 全 挑 大 梁 ；勇 扛 现 代 农

业“ 排 头 兵 ”作 用 ，组 建 团 队 实 施 统 一 经

营 ，发 展 高 效 特 色 产 业 ，各 类 农 产 品 畅 销

国 内 外 。

智慧农场“慧”种田

来到饮马农场智慧农业园区的一隅，千亩

大条田里，西葫芦绿意盎然，舒展着宽大浓密

的叶子，叶片下“藏”着一颗颗饱满的果实。地

头，安装着微型气象站、太阳能电组和机井房

水管等设备；田埂上，一根根灌溉电磁阀桩笔

直林立，每隔 70 米有 1 根；田地里，设有田间墒

情养分传感器及滴灌设施等。

“这里的 6000 亩智慧农业园，由 11 块大

条田组成，一共安装了 580 个电磁阀。田间的

气候及水肥信息可通过无线局域网传送到农

场办公区域的智慧农业系统控制中心，控制中

心通过分析判断，将控制信号发送到网关，再

由网关分别向机井首部系统和田间电磁阀发

送信号，机井首部变频控制器根据需求自动调

节灌溉时间和水量，施肥机根据作物需肥规律

和土壤养分状况，实现了智能化灌溉和精准化

的施肥。”农场分管领导赵富强说。

饮马农场水电公司工作人员姜安宗点击手机

APP智能化滴灌系统，滴灌带发出“汩汩”水流声，

细密的小水珠从滴灌带渗出来，滋润着西葫芦的根

茎，促其果实生长壮大。他说，“以前灌溉作物凭的

是‘体力’，要从这块地跑到那块田手动开关水闸，

由于距离远、战线长，往往造成这块地浇水太多，而

那块田还在喊渴，如今智慧农业凭借‘智力’，做到

了给农作物供水供肥的‘浅浇勤灌、少食多餐’，保

证作物吃饱喝足不浪费，缺什么补什么”。

驱车来到饮马农场办公区域的智慧农业

系统控制中心，工作人员点击鼠标，智慧农业

大屏全面显示 6000 亩智慧农业园区景象。大

屏界面主页面有各类导航模块、设备分类模

块、报警模块、自动控制模块、云组态、近期操

作记录模块和用户信息模块。

饮马农场党委书记、经理张佐亮介绍：“控

制中心的高清监控录像系统覆盖智慧农业园

区田间机井房内和重要设施，可以实时观察设

备运行情况和监测作物长势，可视化结合数据

模块汇集了整个园区的各类监测数据，为田间

的科学管理提供大数据决策，实现了墒情、虫

情、苗情、气象‘四情’监测，为农业智能化、数

字化、精准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据悉，饮马农场从 2023 年开始打造智慧

农业示范园区 6000 亩，今年主要种植作物以

食葵和南瓜子为主，精量播种、北斗导航、无

人飞防、智能灌溉、精准施肥等技术在园区广

泛应用，使项目区灌溉水利用率达到 95%以

上 ，节 水 率 70% 以 上 ，肥 料 用 量 降 低 20% 左

右。提高了生产效率，实现了“种植作物区域

化，耕种管收机械化、配方施肥精准化、农业

灌溉智能化”的“四化”目标。计划五年内，将

在四个分场打造万亩智慧农业示范区，助推

甘肃农垦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勇扛粮食安全责任

饮马农场的小麦田，已由青黄渐次变得

金黄，一株株小麦在清风中摇晃着沉重的脑

袋，即将成熟。

“ 这 是 3 月 中 旬 种 植 的‘ 宁 春 4 号 ’春 小

麦品种，4 月份气温高，小麦生育期比往年提

前 了 ，现 在 是 小 麦 灌 浆 期 ，我 们 密 切 监 测 田

间，做好防治瓢虫、蚜虫等病虫害防治，预计

7 月 20 日 左 右 就 能 开 镰 收 割 了 。”饮 马 农 场

科技中心主任王兴宏望着即将丰收的小麦，

满眼喜悦地说。

科技兴，仓廪实。饮马农场落实粮食高

效增产新技术，去年采用滴灌水肥一体化技

术种植浅埋滴灌小麦 6130 多亩，亩均产小麦

400 多 公 斤 ，亩 收 入 1100 多 元 ，亩 纯 利 润

300 元左右。今年继续推广滴灌水肥一体化

技术，规模化种植小麦 3500 亩，保障粮食等

重要农产品供给。

油葵是西北地区广泛种植的油料作物，油

葵的亚油酸含量是所有油料作物之中含量最

高的。来到饮马农场三分场，千亩连片的油葵

像一片金色海洋，一株株“向日葵”盛开花盘，

宛如明晃晃的“小太阳”。

“这片土地以前是盐碱滩，连草都不长，更

种不成庄稼了。”三分场场长乔双龙说，“去年

我们以建设高标准农田为契机，投入大量人

力、物力改良盐碱地，拉运来熟土和农家肥，又

拉来沙子混拌其中，提高了土壤透气性，试种

了耐盐碱作物油葵，亩产 350 公斤，去年油葵

市场价格高，1 公斤市场价 8 元左右。这极大

增 强 了 我 们 的 信 心 ，今 年 三 分 场 种 植 油 葵

1500 亩。”

油 葵 不 仅 耐 盐 碱 ，而 且 生 长 期 短 ，大 约

100 天，产量高，亩产两三百公斤油葵籽，8 月

中 旬 即 将 收 割 。 饮 马 农 场 今 年 种 植 油 葵 达

6887 亩。

三 分 场 农 业 技 术 人 员 徐 磊 补 充 说 ，农

场 近 年 来 围 绕“ 建 设 大 条 田 、装 备 大 农 机 、

培 育 大 产 业 、推 进 水 肥 一 体 化 ”的“ 三 大 一

化 ”目 标 ，从 平 整 土 地 到 耕 地 播 种 、从 田 间

管 理 到 后 期 收 割 都 是 机 械 化 ，最 近 采 取 无

人 机 飞 防 ，进 行 病 虫 害 群 防 群 治 ，提 高 了 生

产 效 率 。

发展高产高效农业

饮马农场的田野上，一片片绿莹莹的紫

花苜蓿随风摇曳。农场今年种植的 2.53 万亩

苜蓿生长旺盛，主要有加拿大阿蒂娜、美国

WJ363HK、金皇后、法园良种 2 号和国产耐

盐紫星等优良品种。

但见地里的苜蓿有高有低、呈波浪状。“你

瞧，我们农场进行植株高低搭配，将个头较高的

WJ363HK苜蓿与个头低的阿蒂娜间作套种，当

苜蓿大面积开花时，能充分享受阳光，提高苜蓿

牧草的粗蛋白含量。”赵富强说着算了一笔账：今

年 6月 10日到 20日，头茬苜蓿成熟，19台大型

机械抢赶时间，一个多星期就收割结束，保障了

粗蛋白含量高达20%以上；目前第二茬苜蓿只有

40厘米高，长到7月下旬80厘米左右即可收割；

第三茬苜蓿到9月中下旬时收割。1亩苜蓿收割

3茬、可产900公斤至1吨干草，按照目前市场价

1吨干草1600至1800元计算，收益可观。

由于紫花苜蓿粗蛋白含量较高，成为下

游奶牛养殖企业的营养型饲料。饮马农场已

与中粮集团签订长期供销合作协议，同时将

优质苜蓿牧草销售到周边嘉峪关市的祁牧乳

业，远销到安徽的现代牧业、宁夏的金河乳业

和夏进乳业等乳品企业。

紫花苜蓿根系发达，根瘤菌可固氮改良盐

碱地。改良后的耕地可换茬种植其他经济作

物。在一方春黄菊制种田里，盛开着黄色的小

花朵。“春黄菊春天时的嫩叶在当地叫‘门帘菜’

可食用，我们主要用来制种，秋季留籽收种子，1

亩地收益2000多元，效益较好。”赵富强说。

据悉，饮马农场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形成了

“瓜（食葵、南瓜子）、果（枸杞）、草（苜蓿、青贮玉

米、燕麦）、香（茴香、孜然）、粮（小麦）”为主导产

业体系，今年各类产业种植面积 6.82万亩。

饮马农场通过土地统一经营，实现了机械

化、规模化、专业化种植；通过农产品统一经

营，解决了农产品销售难、价格低等问题；通过

农资统一保障供应，实现了订单种植垫付生产

资料、无息赊欠、农资统购统销全覆盖；通过组

建 9 个项目化团队，进行“公司+团队”管理，高

效优势“拳头”农产品畅销国内外。

——甘肃农垦饮马农场发展现代农业掠影甘肃农垦饮马农场发展现代农业掠影

从从““ 会会 ””种 田 到种 田 到““ 慧慧 ””种 田种 田

饮马农场茴香收割现场。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完代可

工作人员查看智慧农业监测设备。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朝霞

饮马农场盛开的油葵。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完代可

安定区响河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见

成效。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于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