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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宝强

“亩产 1257.86 公斤、亩产 1301.90 公斤、亩产 1358.14 公

斤……”一组组丰收的数据，让武威市民勤县苏武镇苏山村

千亩玉米核心示范区现场充满丰收的喜悦。近日，省农科院

“作物控水抑盐产能提升综合技术模式”项目在示范区开展

了玉米田间实收测产活动。

当听到一块示范田的产量达到亩产 1358.14 公斤时，现

场观摩农户为之一振，纷纷围拢过来。“今年村里全力支持和

配合，与中国农业大学、省农科院合作建立了示范基地。从

播种开始我就仔细观察，有几个模式效果确实不一样，种植

密度比往年增加了，但是前期苗整齐，中期秆壮实，后期不倒

伏。玉米空秆少，穗子大小均匀，达到这个产量不稀奇。”面

对众人的疑惑，苏山村党支部书记马尚福解释了其中缘由。

河西走廊绿洲灌区土壤肥沃，光热资源丰富，由于受水

资源持续紧缺和作物用水效率低等影响，大面积玉米种植

产量长期维持在亩产 1000 至 1100 公斤，制约了产业快速

发展。如何在灌溉水量配给额度下降的情况下提升玉米产

能潜力？

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西北内陆干旱区多水源配置与高

水效农业关键技术和装置”项目的支持下，省农科院“绿洲农

业高效节水与水肥调控”学科团队开展了密植群体调控技

术、玉米高水效栽培技术、耕层构建技术等研究，将种植密度

由传统的每亩 6000 株提升至 8000 株以上，并采用膜下滴灌

宽膜窄行模式，优化调整水分养分管理方案，同时配套耐密

抗旱高水效品种、导航精准播种、病虫害统防和全程机械化

操作等技术，集成提出了河西走廊玉米膜下滴灌密植化控高

效栽培综合技术模式。

“玉米产量还可以再提高，因为石羊河流域的气候、土壤

条件非常有利于玉米高产创建，我们要在技术环节抓好关键

细节。”省农科院学科团队首席马忠明研究员说，今年示范区

的出苗率、成穗数还有欠缺，密植群体效应没有完全发挥，明

年将在前期化控和施肥的时间节点需要再精确，中后期的水

分养分管理要及时调整，病虫害统防更要及时，玉米产量有

望继续增加。

河西走廊灌区玉米丰收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宝强 通讯员 白勇涛

红绿交织的辣椒挂满枝头、红彤彤的高粱与绿油油的中

药材独活高矮相间，长势喜人……秋分时节，在庆阳市镇原

县的田间地头，展现出一幅幅多彩的丰收景象。

走进新集镇聚广利千亩设施蔬菜种植基地，成片的辣椒

长势喜人，红绿交织的辣椒挂满枝头。村民任秋霞一大早就

来到基地采摘辣椒，“我在这里采摘装辣椒是计件的，多劳多

得，一天平均能挣 180 元到 200 元。”任秋霞说。

“现在每天的辣椒产量都在 15 吨左右，采摘期 3 个月，预

计产量达 1000 多吨，市场价 1 斤 3 至 4 元，纯收入可达 200 万

元。”甘肃聚广利千亩现代设施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王忠明

说，公司在出售完辣椒苗以后，根据本地气候和务工条件栽

种了 2 个品种的辣椒，还做了几十亩的试验田，争取明年把更

好的品种推广给全乡村民。

在殷家城乡，农户们穿梭在辣椒种植地采摘、装车、运

输、过秤，一派繁忙景象。“今年，全乡共种植 6700 余亩辣椒，

根据目前的采摘情况看，亩产可达 1.2 至 1.5 吨。”殷家城乡副

乡长闫斌琨说，辣椒种植作为短平快的高效产业，从春日的

育苗移栽，到夏日的田间管理，再到如今的采摘丰收，每个环

节都需要大量劳动力，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小辣椒也成了

村民们增收致富的大产业。

除了辣椒产业，中药材也是镇原县强村富民的特色产

业。走进城关镇原郑村中药材种植基地，红彤彤的高粱与绿

油油的中药材独活高矮相间，相互映衬，煞是好看。

近年来，城关镇按照“稳粮、扩畜、增菜、养菌、优药”思路，

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全镇种植中药材 3500亩，建成 300亩以

上示范基地 4个。其中，今年原郑村流转土地 500 亩建成中药

材种植基地，由庆阳市新起点种植农场投资 100 余万元经营，

套种独活、高粱 280 亩，柴胡、高粱 220 亩，试验种植甘草、蒲公

英、金银花等 20 种药材。基地建立了“企业+合作社+党支部+

农户”发展模式，带动周边 45 户群众种植中药材 120 亩，户均

增收 8000元，中药材产业成为强村富民的特色产业。

镇原县立足资源优势，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带动、合作社

规模经营、农户自主种植等方式，大力发展辣椒、中药材等特

色产业，铺就出一条红红火火的乡村振兴路。

镇原发展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朝霞 王思璇

秋日，来到天水市麦积区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主导产业花牛苹果漫山遍野，一行行、一

株株果树枝繁叶茂，一颗颗、一个个果实掩映

在绿枝翠叶间，颜色渐红，散发着淡淡的果香。

汽车盘山越岭，穿沟过洼，来到山顶的

花牛镇罗家沟村，天利仁果品农民专业合

作 社 坐 落 于 此 。“ 这 里 是 山 地 苹 果 ，海 拔

1300 米到 1500 米，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果

糖积累；山上通风好、病虫害少，基本不打

药；天然降雨、光照足、施农家肥，苹果自然

甜。”合作社理事长周晓利说。

令人称奇的是，一面面坡沟间、一行行果

树间，布设了一条条轨道，四通八达，遍布果

园每个地头。工人将早熟苹果采摘后放入轨

道上的果篮里，发动汽油机，松开手闸，“小轻

轨”开启了“旅程”，稳稳地自如上下，将苹果

汇集到合作社。工人将苹果收集装运整齐，

满载着苹果的“小轻轨”自动开下山去……

“这是麦积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项

目资金支持 40 万元、我们自筹 58 万元，建

成 了 长 达 3.1 公 里 的 山 地 轨 道 运 输 车 设

备，采摘的新鲜苹果，可以乘坐‘小轻轨’自

动驶到山下，再由工人接应，将果品放进贮

藏保鲜库里，方便外运销售，同时把化肥、

农资等物品运送到山上，节省了成本。如

今从山上往山下运苹果，再也不用人背肩

扛、开三轮车了。”周晓利说。

周晓利的丈夫董天恩算了一笔账：往

年采摘旺季，运输苹果下山时，10 辆三轮

车来回运输，一辆车需要 1 人驾驶、2 人装

车，10 辆共需要 30 名工人，一天的务工费

需支付 4000 到 5000 元。“三轮车在山路

上颠簸，苹果之间容易发生碰伤，降低了商

品率。今年有了‘小轻轨’，节省了一大笔

开支，还减少了苹果碰伤损失。”董天恩说。

据悉，麦积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于

2022年获批创建，产业园涉及花牛镇、马跑

泉镇、甘泉镇、石佛镇、中滩镇和伯阳镇 6镇

167个村。园区以打造“中国·花牛苹果”世界

知名品牌和全国头部农产品产业集群为目

标，构建了“乡村产业兴旺引领区、农业科技

与设施装备集成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区、

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新型主体创业创新孵化

区”五大专区，园区总面积100.73万亩。

高 质 量 的 种 苗 ，是 苹 果 产 业 的“ 芯

片”。周晓利和丈夫董天恩做水产生意积

累了资金，准备回乡创业，于是流转 600 多

亩山地打算种苹果，但市场上各类苗让她

眼花缭乱、不好选择。

“富士苹果，全国都能栽种。而花牛苹

果，只有咱天水栽种。”麦积区果业发展中

心农艺师钱永波的这句话，让周晓利下决

心栽种独具特色的花牛苹果。她在市场上

反复对比，筛选了瓦里短枝、俄矮二号、阿

斯、天汪、首红等花牛系列品种。

钱永波说，依托麦积区果树试验站和

花牛苹果脱毒苗木繁育基地，全区引进自

根砧 T337、青砧 1 号、抗重茬砧木 KPZ-18

等苹果优良砧木 5个，年出圃优质苹果脱毒

苗木 300万株，良种覆盖率达 96%以上。

据 悉 ，麦 积 区 国 家 现 代 农 业 产 业 园

扶 持 果 农 种 植 苹 果 优 质 品 种 ，近 年 引 进

维纳斯黄金、瑞香红、秦脆等苹果新品种

28 个 ，保 护 天 水 原 有 老 苹 果 品 种 10 个 ，

建成花牛苹果标准化示范园 35 个，主导

产业规模达到 22.85 万亩，标准化基地达

到 2.1 万亩，是全国元帅系苹果集中种植

面积最大的区域。

种养循环，绿色发展。在花牛镇元柳

村姐弟种植养殖农场，果树下一条条水肥

一体化管道，将山上养猪场、养鸡场里经

过腐化处理过的有机液肥进行灌溉，农场

建 成 450 立 方 米 粪 污 收 集 配 肥 混 合 池 、

150 平 方 米 堆 粪 棚 ，铺 设 1200 米 的 还 田

管网，实现了“种植—畜禽养殖—有机肥

还 田 — 种 植 ”的 现 代 生 态 农 业 循 环 产 业

链，提高了果品品质。

花牛苹果红胜火。田间地头，闪现着

果农们采摘的身影；果库车间，女工们欢声

笑语，忙碌着包装、分拣、运销。苹果映红

了果农们的笑脸，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在产业园核心种植基地的伯阳镇马现

村，一颗颗花牛苹果，挂着水珠儿，露出一

个个红嘟嘟的“笑脸”。

“在我们村子，科技人员于 1980 年曾

培育出‘马现 11 号’苹果品种，果大味香，

连放过苹果的篮子、纸箱都是香味。”马现

村党支部书记胡连兴介绍，近年来，村里栽

植了各类苹果新品种，乡亲们靠种苹果发

了家、致了富。

村 民 高 建 云 家 里 种 了 20 亩 花 牛 苹

果，为了管理好果园，他每年都参加产业

园举办的果树修剪、配肥、病虫害防治等

技术培训。“去年苹果丰收，卖价好，毛收

入 40 万 元 。 今 年 苹 果 全 都 是 85 毫 米 以

上的果子，个头大、色泽艳、品相好，希望

卖个好价钱。”高建云说。

依 托 天 水 国 家 农 业 科 技 园 区 、天 水

师 范 学 院 及 天 水 长 城 果 汁 集 团 公 司 ，搭

建 甘 肃 省 浓 缩 苹 果 汁 加 工 技 术 创 新 中

心 、现 代 水 果 产 业 技 术 体 系 麦 积 区 综 合

试验站、航天育种技术创新中心、大樱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 个省级农业科研平

台 ，拥 有 1 个 专 家 咨 询 委 员 会 、3 个 产 学

研基地、3 个实验室。

俯瞰园区发展产业规划图：廿铺工业

示范园及渭河川道区，初步形成了果品加

工物流企业的集聚区；中滩镇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集聚了一批有机肥绿色生产、种苗

繁育等企业；东柯河工业园，集聚了一批仓

储物流、果品加工等企业及时转化研发成

果。已形成了苹果种苗繁育、种植、贮藏、

分级包装、运输、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培

育苗木繁育企业 2 家、苹果分级包装初加

工企业 73 家，重点仓储龙头企业 22 家，苹

果深加工企业 2 家，建设恒温库 691 个、中

小型果品交易市场 10 个。

麦积区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程建明

介绍，为了提高花牛苹果附加值，延伸产

业 链 条 ，产 业 园 新 建 苹 果 脆 片 加 工 车 间

320 平方米，建成苹果白兰地 500 平方米

加工车间、苹果汁 PET 灌装生产线项目

设计等，开发出苹果脆片、苹果白兰地、苹

果 细 胞 水 等 5 个 深 加 工 产 品 ；建 设 3000

平方米全自动高档果品分拣加工车间，新

建 6 条果品分拣线。

麦积区紧紧抓住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契机，集聚资源、集成政策、集汇要素，

大力推进花牛苹果产业全环节提升、全产

业融合、全链条增值、全要素保障，实现花

牛苹果产业质量效益双提升。2023年产业

园总产值达到 74.09亿元，主导产业总产值

达 48.3 亿元，带动就业人数达 5 万余人，园

内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72万元。

微风轻拂，远处乌云阴沉，给罗家沟村

飘来一股水汽。望着漫山遍野的果树，拥

有 14 万“粉丝”、8000“铁粉”的周晓利说：

“我们花牛苹果不套袋，自然成熟，下几场

雨，苹果亮人眼睛哩，品相上乘、酸甜适宜，

坐上‘小轻轨’，卖到‘北上广’。”

如今，乘上政策支持、科技支撑、产业

融合的“轻轨列车”，花牛苹果产业快速发

展，走出一条山区主导产业高质量发展、乡

村振兴的新路子。

—天水市麦积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见闻

花 牛 苹 果 乘 上“ 小 轻 轨 ”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海晓宁

9月以来，张掖市气象局生态站站长、高级工程

师殷雪莲每天都头戴防晒帽、腋下夹着服务材料，在

近两米高的玉米地里一边拨弄着玉米秆，一边查看

玉米长势。“玉米在播种、拔节、抽雄、开花、灌浆、乳

熟、成熟等主要发育时期，无不受天气气候条件的影

响，我们要全力做好气象服务。”殷雪莲说。

这是我省气象工作者服务河西制种产业的

一个镜头。今年以来，甘肃省气象局发挥部门优

势，以有平台、有产品、有用户、有效益（“四有”）

为标准，为制种玉米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筑牢基础 制种基地建立观测网

甘肃是全国现代种业三大核心基地之一，其

中河西走廊成为全国最大、最具优势的国家级玉

米杂交制种基地，常年制种面积 8 万至 10 万公

顷。河西走廊大陆性温带干旱气候明显，有光照

充足、昼夜温差大、降雨量少等良好的玉米制种

优势。“但是，河西走廊极端天气事件时有发生，

低温冻害、大风、高温、干旱、连阴雨等气象灾害

都会影响玉米生长。”兰州区域气候中心副主任、

正研级高级工程师方锋说。

对此，甘肃气象部门专门设立制种玉米生长

发育进程监测区，对主要发育期农业气象灾害、

产量结构、土壤水分等进行监测。建成智慧园丁

气象露地监测站及 360 度全景视频观测系统，对

示范点 1.5 米处玉米制种大田温度、湿度、降水及

光合有效辐射、风、地面温度、湿度和 0 至 30 厘

米土壤温湿度进行常年观测。

“观测发现，4 月到 5 月中旬气温变化、光温

水匹配程度影响制种玉米的出苗质量。我们结

合不同生育期适宜气象指标，评价气象条件对生

长发育的影响，并发布服务产品。”张掖市气象局

高级工程师马红勇说。

兰州区域气候中心联合张掖市气象局，完成

部分主产区的适宜种植区划、气象灾害风险区

划，以及制种玉米气候品质认证工作。张掖气象

部门在张掖国家绿洲农业示范区建立制种玉米

气象服务示范点，通过安装农田小气候、土壤水

分、实景观测等监测设备，开展主导品种播种—

成熟各关键生育期及生长状况观测、大田调查、

产量因素调查分析、气象灾害及土壤水分动态监

测等工作，建立生育期、病虫害预报预测模型，进

行制种玉米灾害影响及气候品质评定研究。

聚合数据 气象服务玉米全生育期

“在晾晒期，低温冻害会影响制种玉米发芽

率。”殷雪莲说，“一次关键时段高温或低温造成

的损失，不亚于一场暴雨或冰雹。”

为解决这一问题，气象部门明确制种玉米生

产各环节气象服务重点，收集制种企业、制种基

地等基础数据信息，并依据前期气象条件及气候

预测、越冬基数和制种玉米种植特点等因素综合

分析，开展关键生育期气象条件分析及预报服

务，提供灾前防御和灾后补救措施。

今年夏天，张掖出现高温天气，制种玉米正

处于抽雄开花期。殷雪莲在服务提示中专门增

加老叶摘除、叶面喷肥、清除杂草、加强病虫害

监测等田间管理建议。甘州区大满镇石子坝村

种植户张顺回忆，“持续高温对开花授粉影响比

较大，我们收到高温防御信息，及时灌溉、施肥，

降低了危害。”

我省气象部门专门建立了玉米基础数据库，

涵盖河西制种玉米种植区基础气象要素数据、土

壤墒情数据、历年玉米的观测数据、农业气象灾

害、农业气象指标，制定贯穿制种玉米全生育期

的灾害性天气预防管理、病虫害防治、采收和晾

晒管理等实用技术指南。张掖气象部门每年适

期制作发布实用性强的农用天气预报、制种玉米

灾害预警预估、关键农事季节服务信息等系列化

服务产品 100 余期，实时向政府、涉农部门、制种

企业及种植大户开展精细化服务。

“霜冻出现时，我们根据气象局提供的专用

制种玉米预报和特殊时段气象服务，育种追肥，

加强弱苗管理。最后弱苗长势竟然和正常苗一

致，产量也达到了预期。”张顺说。

省气象部门通过收集有关部门、农民合作

社、种植大户、涉农企业等重点服务对象信息，与

农业、民政部门共建气象信息服务站，制作气象

灾害防御宣传栏、预警显示牌，同时将灾害预警

信息接收、防灾减灾宣传到达乡镇。

“气象部门将继续发挥部门优势，开展制种

玉米适宜种植及气象灾害风险区划服务，与涉农

部门加深合作，推动甘肃乃至全国制种玉米气象

服务进程，为玉米制种贡献气象力量。”省气象局

局长杨兴国说。

——甘肃气象部门助力制种玉米产业发展

一 粒 种 子 里 的 气 象一 粒 种 子 里 的 气 象““ 智 慧智 慧 ””

张掖气象部门工作人员查看玉米开花散粉情况。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海晓宁

天水市麦积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里的苹果包装生产线。 省农业农村厅供图

麦积区伯阳镇马现村种植户装运刚采摘的花牛苹果。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朝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