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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朝霞

夏秋之交，陇原田野多彩，庄稼正在

成熟。从陇东高原的苹果到河西走廊的

制种玉米，从中部地区的高原蔬菜到陇

南的中药材，一个个现代农业产业园聚

集要素活力迸发，以点带面带动特色产

业蓬勃发展，嵌入产业链上的农民喜上

眉梢准备秋收。

省农业农村厅把创建国家级、省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作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

平台载体，聚焦特色主导产业建基地、强

龙头、延链条、聚集群，初步建成了一批产

业特色鲜明、要素聚集度高、科技支撑有

力、生产方式绿色、三产深度融合的现代

农业产业“新高地”，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

“领头羊”、农民就业增收的“动力源”。

截至目前，全省共争创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 11 个，累计争取资金 9.8 亿元，

已下达资金 7.1 亿元；认定省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 50 个，累计下达奖补资金 3.11 亿

元。榆中县、兰州新区、玉门市、古浪县、

东乡县、陇西县、岷县、麦积区、静宁县、

武都区 10 个现代农业产业园总产值达

50亿元以上。

产业立园 做足“土特产”

发展产业，必须立足自身条件和优势。我

省聚焦“牛羊菜果薯药”六大产业，做足地方

“土特产”文章，深挖“特色多样”“绿色有机”

特质，培园区、创品牌，产业布局进一步向适生

适养地区聚集，全省现代产业园区实现了六大

优势产业全覆盖。

眼下正是高原夏菜销售旺季，走进榆中县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一片片高原夏菜基地绿

意盎然，一座座保鲜冷藏库鳞次栉比，蔬菜生产

销售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一派忙碌景象，工人们

麻利地掐叶、整理、包装蔬菜，经销商将一辆辆

用冷藏设备装载蔬菜的大货车，运往全国市场。

“如今是工厂化育苗，苗子壮、蔬菜长势好，

极大缩短传统种植蔬菜的周期。国家还给蔬菜

种植机械和建设冷藏保鲜库补贴，提高了生产效

率和储藏能力，我们每年都引进新品种，成功培

育‘兰榆康源’的‘甘味’企业商标，生产的花椰菜、

甘蓝、西蓝花、百合等畅销北上广等城市。”甘肃康

源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谈应勇介绍。

据悉，榆中县打造高原夏菜产业集群，推动

产业精细化、集约化、产业化转型，培育育苗企

业 14 个、工厂化蔬菜育苗达 3 亿株，建成多业

态复合发展产业园 8 个，冷库总容 14.61 万吨。

去年园区实现总产值 93.69 亿元，其中蔬菜主

导产业产值 77.69 亿元，占总产值的 82.9%，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3 万元。

现代农业产业园围绕主导产业做大特色规

模，集聚资源、集成政策、集汇要素，形成连乡成

片、集群成链、抱团发展产业格局。临洮县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以康家崖农副产品集散加工物

流中心和川河蔬菜产业带建设沿洮百里蔬菜长

廊，建成各类蔬菜和百合基地 28个，龙头企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与 2万多农户组成产业联合体，带

动全县种植蔬菜 30.12万亩、产量 109万吨，成为

兰州南部“菜篮子”和绿色农产品主供区。

科技赋能，产业园技术集成、机械装备、科

技支撑水平明显提升。宁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甘肃农业大学、陇东学

院等 3 所高校建立教学基地，聘请美国华盛顿

州立大学卫德鲁团队建立苹果田间大学，引进

国 内 外 知 名 院 士 专 家 34 人 ，培 养 各 类 人 才

1000 多人，开展防霜冻等 5 项试验，取得 9 项专

利，安装防霜设备 4100 多台套，研发苹果粉、多

酚、脆片、果汁等 4 大系列 21 个品种，建成苹果

种植智慧平台，推广“数字智慧果园”，配套“慧

种田”APP，实现远程监测、精准操控，智慧平

台成为全国优秀案例。

融合发展 延链补链强链

来到定西市安定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一

座座马铃薯加工企业布局有序。在甘肃蓝天马

铃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原料保鲜库里马铃薯堆

积如小山。清洗车间里工人们拧开水闸，冲刷着

马铃薯表皮的泥土。经过全自动、全旋流、密闭

式等多个生产加工线，马铃薯淀粉、全粉、蛋白粉、

变性淀粉等精深加工产品“脱颖而出”。

目前，该产业园培育马铃薯加工企业 64

家，建成各类生产线 60 条，开发淀粉、宽粉、粉

丝、蛋白粉、全粉、饼干、面点等 10 多种产品，去

年 加 工 产 品 19.5 万 吨 ，其 中 开 发 酸 辣 土 豆 鲜

粉、酸辣肥汁粉等产品 11 种，“定西宽粉”去年

产量 3 万吨、产值 5 亿元。

全省现代农业产业园加快构建“产加销相

衔接、贸工农一体化”的全产业链发展体系，合

理布局生产、加工、物流、研发等功能板块，统

筹农业生产、科技创新、休闲旅游等要素，推动

产业链纵向延伸、产业间横向拓展，形成标准

化种养、精深加工、仓储流通、技术研推、品牌

营销于一体，产业链条完整、多种业态协调、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格局。

麦积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着力提升花牛

苹果全产业链，形成了苹果种苗繁育、种植、贮

藏和苹果脆片、苹果白兰地、苹果细胞水深加工

的全产业链。发挥“文化旅游+”带动作用，提

升麦积红崖“景区依托型”、甘泉甘江“美食体验

型”、马跑泉东山“城郊休闲型”等重点镇村产业

发展后劲，连片带动特色餐饮、精品民宿、采摘

垂钓、休闲娱乐等乡村旅游休闲项目，建设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区，实现了农业全环节提升、全

产业融合、全链条增值。

绿色高质量发展成为全省现代农业产业

园的特色亮点。武威市凉州区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推广“奶牛-粪便-有机肥（沼肥）-饲草

（粮食）-奶牛”种养循环模式，建成 22 个沼气

站、7 个粪污处理中心、11 个有机肥加工企业、

1 个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粪污处理率、

无害化处理率分别达 92%、100%。同时打造

集奶牛养殖、饲草种植、包装印刷、生物医药、

物流物联等于一体的“1+6+N”奶产业集群，

产业园去年总产值达 72 亿元，产业园内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75 万元，高于全区平均水

平 31%，奶业已成为全区发展最快、链条最完

整、最具竞争力的农业优势特色产业。

促农增收 建立联结机制

发展特色产业，群众受益是关键。全省现

代农业产业园围绕促农增收，通过订单农业、产

业联合、合作经营、量化折股等方式，构建“生产

基地+零散农户+经营主体+加工销售”为主线

的利益联合体，不断提升适度规模经营比重，引

导脱贫户和监测对象有效嵌入产业链，确保农

户长期稳定合理分享农业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调动了农民建园积极性。

“现在有国家的奖补资金，省里专家选育的

好羊羔，县乡村技术员又教科学养羊，我们不再

是过去粗放养羊了。现在只管养好、不愁卖，有

公司订单收购哩！”东乡族自治县柳树乡八洋沟

村 村 民 马 永 录 尝 到 养 羊 甜 头 ，目 前 年 存 栏 羊

142 只、出栏 120 只，纯收入 2.5 万元。

联农带农，引领致富。东乡县自 2022 年国

家审批创建现代农业产业园以来，坚持把羊产

业作为首位产业来抓，出台 20 多项奖补政策，

投资 18.76 亿元实施 6 大工程、26 个重点项目，

尤其把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区达板产业园

区定位为集牛羊交易、屠宰加工、冷链物流和马

铃薯、藜麦、金银花等县域特色农产品加工基

地，精准布局牛羊肉等食品加工产业链，国家产

业园内 15 个乡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22

年的 10003 元提高到 2023 年的 11240 元。

利益联结，联企带农。张掖市甘州区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发展玉米制种主导产业，培育

制种企业 50 家，推广“订单收购+分红”“农民

入股+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模式，建立契约

型、股权型利益联结机制，联结带动农户 6.8 万

户；培育 40 家社会化服务组织，构建经营主体

与农户之间以合资合作、承包托管、订单销售、

农资供应、劳务服务、资源资产租赁等多种利益

联结关系，订单种植 71.3 万亩，社会化服务小

农户 7.68 万户，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目前，全省现代农业产业园形成了统筹联

动的工作机制，地方政府充分发挥规划布局、机

制创新、政策支持、配套服务等牵头推动作用，

发改、财政、农业农村等部门协同发力，在政策、

项目、资金、金融等方面给予倾斜，充分调动入

园主体建园积极性，撬动社会资本主动参与，形

成多方参与、上下联动、运管良好的新局面。

—我省全力推动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

创建产业“园区化”引领农业“现代化”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宝强

立秋过后，走进定西市安定区鲁家沟千亩马

铃薯示范田，一片生机勃勃，马铃薯长势喜人，正

处于薯块膨大期，即将迎来丰收。

千余亩马铃薯种植基地是甘肃省农科院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陇中丘陵区中低产田种养结合

地力产品研发与技术示范田，通过优化生猪养殖废

弃物肥料化利用工艺，开发经济高效的有机肥，以

马铃薯“深松深度 40厘米、旋耕深度 20厘米”的旱

作马铃薯深旋松耕作技术，形成“深旋松耕+全膜覆

盖垄沟集雨+配方肥+生物有机肥+集水补灌增密+

新品种+一体化种植”等模式，可使作物产量提升

20%，化肥利用率、降水利用率提升 10%以上，为提

升陇中丘陵区中低产田提供科技支撑。

“这是依托当地的规模化生猪养殖场，通过改

进粪污资源化处理设施，引进筛选微生物发酵菌

剂，优化关键营养元素添加数量比例，开发的具有

土壤增碳培肥、增蓄减蒸和作物促生，适宜新型机

械施用的有机肥新产品。”省农科院方彦杰副研究

员介绍，有机肥施用对土壤有机质、耕层结构、蓄

水保肥性能等有调控机制，可有效提升陇中丘陵

区中低产田种养结合地力与产能的潜力。

在位于安定区鲁家沟镇将台村的该项目示

范应用有机肥厂，有畜禽粪便发酵、有机肥料和

生 物 有 机 肥 及 延 伸 加 工 有 机 无 机 复 混 肥 料 厂

房。厂房内一片热火朝天，工人们正在以有机肥

料为载体，根据不同作物的营养需要、土壤养分

含量及供肥特点，优选速效氮、磷、钾无机原料、

微量元素、固氮、解磷、解钾功能生物菌，有针对

性和地域性地延伸加工作物专用有机肥料。

“我们与当地多家养殖场组建紧密型的循环产

业联合体形成了 10万头种猪繁育、5万头生猪育

肥，粪尿消纳综合利用、肥料加工回归农业完整

的循环产业链。”有机肥厂负责人李军介绍。

陇中丘陵区存在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

低、有机肥产品功能单一、土壤障碍因素多等问

题，该项目以种养结合为手段，以适宜旱地农田

用地与养地相结合的作物筛选、土壤养分监控和

作物养分需求，通过有机肥料向土壤有机质的转

化比例，确定维持和提升旱地农田地力的有机肥

用量，使陇中丘陵区中低产田障碍因素快速消减。

“该项目所有的科研成果目前已得到了验

证，此次马铃薯千亩示范基地的设置也将集成所

有技术进行了集中检验，成效明显。”省农业科学

院樊廷录研究员表示，该项目通过关键技术集成、

典型应用示范及农户培训，显著提升旱作农田种

养结合科技水平，培养了一批支撑中低产田改良

的科研推广队伍，通过推广应用的有机肥新产品、

生态种植关键技术，实现了旱作农田降水、养殖粪

污废弃物高效利用，提升了土壤有机质，每亩节本

增效 300元以上。

——省农科院国家研发项目陇中丘陵区中低产田提质增效

种 养 相 结 合种 养 相 结 合 低 产 变 高 产低 产 变 高 产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马国顺
通讯员 杨 龙

小桥悠悠，溪水潺潺，整洁的村庄、

畅通的道路、精致的房前菜园映衬着乡

土气息浓厚的村民住房……置身在张

掖市甘州区三闸新村，眼前呈现出一幅

“小桥流水人家”的唯美画面，“人在画

中游，画在景中走”的“塞上江南”风情

既可听可观，又可触可感。

近 年 来 ，张 掖 市 以 创 建 全 省 乡 村

振 兴 示 范 区 为 统 领 ，学 习 运 用“ 千 万

工 程 ”经 验 ，聚 焦 乡 村 振 兴 和 推 进 农

业 农 村 现 代 化 ，围 绕“ 一 高 地 四 区 ”目

标 定 位 ，举 全 市 之 力 、集 全 市 之 智 ，统

筹 抓 好“ 五 大 振 兴 ”，着 力 拓 展 现 代 农

业“ 六 个 空 间 ”，加 快 推 进 农 业 农 村 现

代 化 建 设 ，奋 力 谱 写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的

张掖画卷。

“今年我家搬进了新居，用上了燃

气灶、太阳能热水、水冲式厕所，可比以

前方便多了！”正在自家小院采摘蔬菜

的山丹县花寨村村民杨学琪说，如今的

花寨村污水能够排入管网集中处理，村

内路灯实现全覆盖，村庄环境变得更加

美观大方。

在 创 建 和 美 乡 村 的 过 程 中 ，张 掖

市 坚 持 规 划 先 行 绘 蓝 图 ，结 合 不 同 的

乡村特点、地域特征、乡土文化，因地

制 宜 规 划 定 位 乡 村 特 色 风 貌 ，注 重 保

留乡土味道，挖掘优秀乡土文化，统筹

国 土 空 间 规 划 ，实 现 全 市 511 个 发 展

类村庄规划和“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

建设规划编制全覆盖。充分挖掘运用

本地山川、水系、植被、物产、文化、服

饰等特点，对县、镇、村标识标牌进行

统 一 分 级 设 计 ，率 先 在 全 省 建 设 全 域

导视系统 609 套，并启动制定《张掖市

和美乡村促进条例》，为和美乡村创建

提供法治保障。

针 对 建 设 资 金 这 一 首 要 问 题 ，张 掖 市

调 动 多 方 力 量 、形 成 投 入 合 力 ，按 照“ 市 县

配 套 ＋ 金 融 支 持 ＋ 社 会 帮 扶 ＋ 群 众 自 筹 ”

的 多 元 筹 资 机 制 ，创 新 农 村 金 融 服 务 ，加 大

信 贷 支 持 力 度 ，用 活 首 批 1.6 亿 元 的

全 省 乡 村 发 展 投 资 基 金 张 掖 子 基 金

和首期 1.7 亿元的祁连绿色产业发展

基 金 。 全 方 位 统 筹 各 类 涉 农 资 金 ，

破 解 农 户 投 入 大 、农 村 融 资 难 问 题 ，

累 计 投 入 资 金 11.98 亿 元 ，撬 动 企 业

和 社 会 投 资 4.5 亿 元 ，支 持 宜 居 宜 业

和美乡村建设。

黑泉村党支部书记李延亭介绍：

“我们村今年抢抓生态地灾搬迁项目机

遇，修建高标准住房 87 套，每套住房政

府配套项目资金 10 万元，享受贴息贷

款 5 万元，剩余由农户自筹，解决了农

户一次性投入大的难题，同时由政府统

一配套建设水、电、路、讯等基础设施，

提升了乡村建设品质。”

在具体的创建实施过程中，张掖市

注重树立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按照基础

设施集中建设、农民群众集中安置、公

共服务集中配套、特色产业集中布局等

“四集中”模式，结合“八改”工程，打造

产业聚集型、城乡融合型、公路沿线型、

景区依托型、传统古村型、民俗文化型、

创意创新型 7 类“和美乡村”。

村 庄 焕 然 一 新 ，带 动 群 众 在 精 神

层 面 有 了 更 高 期 盼 。 张 掖 市 坚 持 以

党组织为引领，不断健全和强化县乡

村 治 理 体 系 功 能 ，推 行“24 字 ”工 作

法 ，持 续 推 广“ 民 事 直 说 ”“ 邻 里 小 院

议事”“村情二维码”、独居老人“一键

通 ”等 乡 村 治 理 新 模 式 ，培 育 乡 村 治

理示范村 30 个，打造乡村邻里议事小

院 4700 多 个 ，形 成 了“ 敬 比 赛 夸 ”等

一批接地气、有温度的特色做法。其

中，高台县“四级七天”调解法入选全

国“枫桥式工作法”典型案例。

截 至 目 前 ，突 出 甘 州 区 塞 上 江

南 风 韵 的 甘 州 水 韵 双 堡 、突 出 临 泽

戈 壁 水 乡 风 格 的 临 泽 花 田 乡 居 、凸

显 高 台 现 代 绿 洲 农 业 新 村 特 点 的 高

台 弱 水 蒹 葭 景 区 、展 示 山 丹 万 马 奔 腾 元 素

的 山 丹 焉 支 小 院 、融 合 民 乐 简 式 汉 明 清 古

建 古 貌 的 民 乐 临 松 裕 苑 等 33 个 示 范 性 特

色 乡 村 已 陆 续 建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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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王思璇）

近日，农业农村部下发通知，公布了国家动物疫

病监测站点名单，兰州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在仪器设备、人员力量、检测能力、生物安全等级

等方面符合国家动物疫病监测站点设立条件，获

得国家动物疫情测报站认定。

动物疫病监测站点是疫情测报网络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发现新发重大动物疫病、评价

强制免疫效果、提供疫情预警预报基础数据、指

导养殖业生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动物疫

情测报站是农业农村部设立的国家动物疫病监

测站点，承担指定区域内动物疫情监测和流行病

学调查任务，对指定区域内动物疫病发生、病原

分布进行实时监控，并开展动物疫病发生动态与

疫情形势分析评估。

设立国家动物疫情测报站重点考量的是机构

兽医实验室监测诊断技术水平。兰州市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兽医实验室在“生物安全防护能力、

检测能力、分析预警能力、管理能力”等四项能力

方面达到国家生物安全二级标准，具备年完成血

清学、病原学检测 5 万份以上的检测能力，检测范

围覆盖 40 多种动物疫病。目前实验室正在申请

CMA（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认证，力争在

质量管理、检测能力上达到更高水平。

兰州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国家认定

定西市安定区鲁家沟千亩马铃薯示范田。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宝强

宁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里的万亩矮化密植苹果种植基地。 本文图片由省农业农村厅提供

张掖市甘州区国家农业产业园区玉米种子精选加工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