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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临洮，天气清爽温润，山川田野叠

翠，这里被誉为“兰州后花园”，也是馨香四

溢的“陇上菜圃”。

走进临洮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园

布局有序。一座座现代化农业产业龙头企业

入驻园区，实施蔬菜育苗生产和各类优质农产

品精深加工，引领蔬菜产业发展，生机勃勃；黄

河上游最大的支流——洮河，欢畅奔流，流经

全县 9个乡镇，滋润着沿岸一个个日光温室蔬

菜基地；康家崖农副产品集散加工物流中心，

车水马龙，各类水灵灵的新鲜蔬菜及食用百合

被打包装箱，运销全国各大市场。

临洮县在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中，按

照康家崖农副产品集散加工物流中心和川河蔬

菜产业带实施加工物流中心“一心一带”总体发

展规划，加大招商引资，补齐基地建设、精深加

工等短板弱项，提升园区示范引领作用，推进蔬

菜产业现代化、规模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打

造西北具有影响力的设施蔬菜和高原夏菜产业

集聚区、全国知名的食用百合产业发展核心区。

招商引资 打造全链条食用菌基地

步入临洮雪榕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车间，100多间食用菌生育室密封生产。门口安

装自动控制系统，对温度、湿度、冷热风、排风、灯

带等严格按照标准化数值设置，如果某项指标不

合理，控制系统就会闪烁“红灯”发出报警声，工

人及时调整处理，恢复正常“绿灯”状态。

公司实施工厂化生产食用菌，令人大开

眼界。工人打开一座海鲜菇生育室大门，白

雾腾腾，空气潮湿，灯带炽亮，一层层整齐的

钢架板上，一棒棒海鲜菇茁壮生长，从营养基

部生长出一束束洁白的菌菇，细长的菌柄上

结着圆圆的菌盖；另一座杏鲍菇生育室里，整

个钢架上，成千上万个杏鲍菇“探”出肥厚壮

实的身子，色泽乳白光滑，即将成熟采收。

“我们主要生产新鲜菌菇，对气候、环境、温

湿度、光照等都有严格要求，临洮气温冷凉，环

境洁净，利用当地玉米芯、作物秸秆、木屑等生

产的菌菇质量上乘。”公司总经理刘相涛介绍，

临洮雪榕公司是由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5.2亿元建设的食用菌企业。

刘相涛对甘肃的投资环境十分满意，“产

业园配备了完善的水、电、暖、路等基础设施，

金融扶持、支农惠农、相关税费等优惠政策落

实好，加快了公司建设步伐，公司一期项目从

开工到投产仅用了 4个月时间，二期项目也建

成投产。目前，公司建成日产 65吨杏鲍菇、20

吨海鲜菇、65吨金针菇共3条生产线。”

“上海公司总部自主研发出各类液态菌种，

污染少、成本低、易于各分公司自动化生产。”刘

相涛介绍，临洮公司共有120间生育室，平均每

天对 4间生育室进行采摘，像这一间生育室一

季可产出杏鲍菇14吨，是大田生产的两倍。公

司占地220亩，食用菌日生产能力可达150吨，

年产量达5.2吨，年产值达3.5亿元。

据 悉 ，临 洮 国 家 现 代 农 业 产 业 园 于

2017 年获批创建、2019 年认定授牌，总面积

13.3 万亩，涉及洮阳、八里铺、新添、辛店、太

石、中铺 6 个乡镇 38 个村，这是甘肃省首批、

定西市首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产业园延链补链，先后引进的雪榕食用菌

产业园、聚春园公司等精深加工企业，年产杏

鲍菇、海鲜菇、金针菇 5万吨以上，生产速食酸

辣粉、水晶粉、定西宽粉系列产品 4000 吨以

上，2023 年引进的蒙强预制菜产品标准化生

产项目已正式投产。同时培育本土企业甘肃

雪源金正公司、临洮恒德源公司等，开发百合

原浆饮料、冻干即食百合、百合银耳莲子羹等

系列产品，年加工百合能力达2000吨以上。

产业园通过“蔬菜+电商”“蔬菜+配送”“蔬

菜+旅游”融合模式，培育国家级龙头企业1家、

省级企业11家、国家级产业化联合体1家、农业

农村部定点市场2家，发展电商企业18家、净菜

加工配送公司 5家，建成蔬菜、百合保鲜库 173

座。组建蔬菜产业合作社 224家，配套建成电

商中心、产地仓、农特馆等电商平台，构建面向

兰州、辐射周边的仓储销售配送体系，年均增加

农产品线上销售收入7000多万元。

集群成片 建成兰州南部“菜篮子”

一场秋雨过后，位于临洮县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核心区的辛店镇石郭家村设施蔬

菜基地，绿油油一片，花缨萝卜、绿萝卜、芹

菜等各类蔬菜流青溢翠。

“这里种菜，浇灌的是洮河水及山泉水；种

子是合作社统一繁育的蔬菜种子；钢架大棚是

双层塑料膜，保温条件好。所以，我们生产的萝

卜不空心、水分大，又脆又甜，是市场上抢手的

‘水果萝卜’。”村民郭宏林从地里拔出一个萝

卜，擦去泥土，用手掰开，红皮白心，湿漉漉的。

郭宏林租了8个大棚，他扳着指头算账说：

“这些天就要卖第3茬萝卜。我们一年能种植3

茬萝卜，一茬萝卜生长 50天即可采挖，从 4月

份开始卖第一茬，一直卖到10月份。前两茬萝

卜市场价格好，一茬能产三四千斤，一个大棚年

收入3万多元，收入比种其他作物划算。”

辛店镇包村干部毛洁介绍，通过政府投资、

打破地界、统一建设，在石郭家村治理碎片化土

地1300多亩，由村富民产业合作社牵头、蔬菜专

业合作社主导，实行统一供种、施肥、防虫和统一

商标、包装、销售的“六统一”管理，实现了蔬菜生

产由“小而散”向“广而聚”转变。并发展订单直

供、会员配送、电商直播，蔬菜远销广州、厦门、成

都等市场。全村年产蔬菜 2.5万吨，实现产值

7000多万元，菜农人均年增收1.2万元。

石郭家村村支书郭全是全村蔬菜种植

的带头能人，他承包了 50 座大棚，引进新品

种、新技术 30 多种，并组建了 4 个农机服务

队，为农户全流程提供社会化服务，大棚蔬

菜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90%以上。

石郭家村实施标准化生产，通过物理防虫、

无害施肥、严格质检，全程实现无公害生产，正

在申请绿色产品和绿色产地认证。并通过培育

“蔬你鲜”“四季青”等名优蔬菜品牌，使当地的

萝卜每斤高出市场价 0.3 至 0.5 元，每棚多卖

6000元，基地品牌效应增收1200多万元。

据悉，产业园打造以辛店镇石郭家村设

施蔬菜基地、新品种引进示范推广基地、八

里铺镇新型蔬菜设施基地等为代表的 10 多

个蔬菜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沿洮百里蔬菜

长廊，建成双层钢架大棚 1.96 万座，日光温

室 480 座，设施蔬菜面积达到 7 万亩以上，辐

射周边蔬菜产业连乡成片、集群成链、抱团

发展，带动全县种植蔬菜 30 万亩以上，年产

量达 109 万吨。

品牌引领，产业赋能。产业园培育“临洮

珍好”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注册“貂蝉”“婵

香源”等 29个蔬菜产业特色品牌，其中有 6个

入选“甘味”特色品牌目录，“临洮马铃薯”获

批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绿色食品 7.5万

亩、有机农场 20 个，园区无公害蔬菜生产基

地面积达到 2.4 万亩，认证无公害产品 5 个，

农产品质量抽检合格率达到 100%。

去年，产业园区完成总产值 43.86 亿元，

临洮县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兰州南部“菜篮

子”和绿色农产品主供区。

利益共享 联农带农促农增收

产 业 园 内 ，临 洮 恒 德 源 农 业 发 展 有 限

公司作为定西市甜百合、果、蔬产业链链主

企业，建成年产 26 吨百合干太阳低温脱水

干 燥 生 产 线 、年 产 170 吨 真 空 装 鲜 百 合 加

工 生 产 线 及 百 合 蔬 菜 保 鲜 库 1.98 万 立 方

米，通过“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带动

中铺、太石、辛店、新添、上营等乡镇农户种

植标准化百合 4000 亩以上，年收购鲜百合

1000 吨，带动农民致富。

产 业 园 以 园 区 内 蔬 菜 产 业 龙 头 企 业

为 核 心 、蔬 菜 专 业 合 作 社 为 纽 带 、家 庭 农

场 为 基 础 ，带 动 当 地 2 万 多 农 户 通 过 发 展

蔬 菜 产 业 稳 定 增 收 ，让 园 区 11841 人 实 现

持续稳定增收。

在 雪 榕 公 司 金 针 菇 包 装 车 间 ，来 自 玉

井镇中营村的董改梅一边快速打包，一边

指导其他工人规范包装。她已在公司务工

3 年，由于手脚勤快、聪慧能干，从普通员工

晋升为组长、班长，月收入从 4500 元提升

到 6000 元。

“ 公 司 派 我 到 山 东 培 训 ，学 习 到 杏 鲍

菇 、金 针 菇 、海 鲜 菇 等 不 同 菌 菇 的 包 装 技

术 ，回 来 再 教 给 其 他 工 人 。 我 们 这 里 的

包 装 计 件 工 有 来 自 临 洮 、广 河 、康 乐 等 县

的 农 村 妇 女 ，她 们 大 都 干 活 麻 利 ，月 收 入

四 五 千 元 。 公 司 配 有 通 勤 车 和 宿 舍 ，我

们 上 完 班 回 家 或 住 在 这 里 都 很 方 便 。”董

改 梅 说 。

据 悉 ，雪 榕 公 司 现 有 在 岗 工 人 600 余

人，人均月收入 4500 元以上，并带动上下游

产业增加就业岗位 2000 人。

临洮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组建沿洮

产业党建联盟、沿洮蔬菜产业带党委和 6 个

片区产业联合党委，探索推行产业联合体、

订单农业、入股分红、土地流转、园区务工

等多种促农增收模式，辐射带动 11 个乡镇、

169 个 村 、15 万 户 群 众 在 蔬 菜 产 业 链 上 增

收致富。去年，园区内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到 1.55 万元，高出全县平均水平

（11808 元）31 个百分点。

—临洮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走笔

“ 陇 上 菜 圃 ”翠 香 四 季

金秋十月，静宁县红果满枝，果香四

溢。连日来，全县百万亩有机苹果迎来最

佳采摘期，果农们忙着采收苹果，尽享丰

收的喜悦。

走进静宁县雷大镇兴坪村苹果园，苹

果树郁郁葱葱，一个个鲜红透亮、饱满圆

润的苹果压弯了枝头，散发着诱人的芳

香。果树下，果农们正忙着采摘苹果、分

拣、装箱、搬运、销售，到处一派丰收的喜

人景象。

果农王合丁和家人穿梭在果树之间，

正小心翼翼地采摘着苹果。他家种植了 6

亩果园，如今，这些色泽鲜艳的苹果将为

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 苹 果 果 实 饱 满 、硕 大 诱 人 ，今 年 又

是一个丰收年。”王合丁高兴地说，亩产

大概 1500 多公斤，每公斤 9.6 元左右，预

计收入 9 万元。

据了解，雷大镇果园共种植苹果树 5

万余亩，成果 4.1 万余亩，品种有红富士、

成纪一号、静宁一号等。“今年每亩预计可

产 2000 公斤苹果，亩产值达 1.6 万余元。

采收期将从 10 月一直持续到 11 月。”雷大

镇镇长梁涛介绍说，最近不少客商纷纷前

来收购。

来自四川的客商张海来静宁收购苹

果有大半个月了，他说：“我到静宁收苹果

已经有五六年了。这里的苹果个大、表光

好，每天的收购量在 1 万公斤左右。”

在静宁县治平镇苹果园里，苹果树整

齐排列，红彤彤的苹果缀满枝头，空气中

弥漫着沁人的果香，果农们正抢抓晴好天

气采收苹果。

采摘、搬运、分拣……治平镇雷沟村

村民雷东钱与妻子在果园里忙碌着，他们

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干得热火朝天。

“我家有 13 亩果园，今年套了大概有

12 万只袋子，品种以富士为主。今年苹果

价 格 还 可 以 ，预 计 总 产 值 在 20 万 元 左

右。”雷东钱说。

据治平镇副镇长张虎介绍，当地现有

果园面积 4.2 万亩。其中，挂果园面积 3

万亩，今年苹果产量预计 6.2 万吨，全镇果

品总产值预计突破 5 亿元。

静宁县地处黄土高原苹果最佳适生

区，这里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

长，独特的地理条件造就了静宁苹果口感

细腻、甜度高、营养丰富的良好品质。

产 业 振 兴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重 中 之 重 。

苹果产业作为静宁县的重要支柱产业，不

仅为果农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也为当

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静宁县紧盯打造百亿级产业

集群目标，坚持把苹果产业作为首位产业

常抓不懈，重点实施老果园改造、果园提

质增效、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等一系列护园

增效举措。按照“稳面积、强质量、强品

牌、强效益”的思路，促进苹果产业全链

条、全环节、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国苹果规

模栽植第一县。

2023年，静宁苹果产量达 106.8万吨，

实现产值 70.5 亿元，苹果收入占到全县农

民人均纯收入的 75%以上。目前，静宁县

苹果种植面积达百万亩以上，预计今年苹

果产量达 120.6万吨，总收益达 75亿元。

静 宁 ：硕 果 盈 枝 促 增 收

近 年 来 ，嘉 峪 关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以 预

防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为着力点，倾

力打造“未爱有嘉”未成年人检察品牌，

全面履行未成年人检察职能，不断提升

预防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质效。

近日，该品牌获评甘肃省检察机关未成

年人检察优质品牌。

2023 年以来，嘉峪关市人民检察院

探索推进对罪错未成年人采取“分级干

预、矫治结合”的方法，灵活运用家庭教

育 指 导 、赔 礼 道 歉 、司 法 训 诫 等 多 种 方

式 ，通 过 检 察 履 职 、学 校 观 护 、社 工 帮

教、监护人参与，干预未成年人矫治，帮

助其顺利回归社会。此外，嘉峪关市人

民检察院与嘉峪关市妇联会签《关于建

立家庭教育指导协作机制的实施办法》，

对涉罪及严重 不 良 行 为 未 成 年 人 父 母

或 其 他 监 护 人 开 展 家 庭 教 育 指 导 ，制

发“ 督 促 监 护 令 ”，助 推 司 法 保 护 和 家

庭 保 护 深 度 融 合 。

嘉峪关市人民检察院还推荐政治素

质好、品德优秀、责任心强、具备丰富法律

专业知识与法治实践经历的检察干警担

任法治副校长岗位，负责日常法治宣传的

组织协调，收集学生法治教育需求，协助

解决学生纠纷、预防校园欺凌等工作，助

力织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保护网。

同时，通过拓展社会实践平台，推出

“体验式”法治夏令营、“沉浸式”法治情

景剧场、“互动式”模拟法庭丰富多样的

实践课程，引导青少年“植”法于心，与法

同行。 （齐琳）

嘉峪关检察院：当好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检察卫士”

近日，中铁二十一局召开专

题会议，学习贯彻中国铁建 2024

年二级单位负责人研讨班会议精

神，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

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

力，增强企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中铁二十一局围绕服务国家

战略，聚焦对标一流、价值创造，

结合企业实际，印发《布局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实施方案》，成立工

作专班，从资源投入、产业培育、

科技创新、人才支撑、考核评价等

方面给予政策支持，更好地保障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通过重组

整合进一步优化结构，激发活力

与潜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价值

创造能力与盈利能力。

积极探索“新能源+”创新融

合 发 展 ，大 力 布 局 储 能 电 站 项

目，在宁夏银川、中卫、石嘴山，

江苏泰州等地，建设总装机规模

1200 兆 瓦/2400 兆 瓦 时 的 储 能

电站，优化当地能源结构，促进

可再生能源的消纳和利用，助力

节能减排。将荒漠化治理同资

源、能源开发相结合，在新疆南

疆 建 设 1500 兆 瓦 的“ 光 伏 + 治

沙”新能源基地，实现光伏产业

与防沙治沙融合发展。

通过央地合作，优化产业布

局，推动形成矿山开采、砂石骨

料 加 工 等 新 兴 产 业 发 展 态 势 。

中铁二十一局在青海化隆投入

5000 余万元引进砂石加工、环境

治理、废水处理等先进设备，打

造绿色矿山开采产业，积极保供

西宁曹家堡机场扩建工程和西

成铁路等重点建设项目。与甘

肃临夏地方国企共同出资组建

矿业公司，凭借属地优势和技术

实 力 ，开 采 建 筑 石 料 用 花 岗 岩

矿，每年可生产建筑石料 100 万

立方米，不仅开辟了新的经济增

长点，而且为当地生态环境保护

作出了积极贡献。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

为支撑，打造“绿色建材”品牌。

中铁二十一局与多家高校、设计

院联合组建技术研发团队，集中

开展专项攻关。研发的绿色环

保无碱速凝剂与普通的速凝剂

相比，凝结时间快，不影响混凝

土的后期强度，不含氟、氯等有

害离子，对生态环境无污染，达

到国内领先水平。在聚羧酸系

高性能减水剂产品升级换代过

程中，通过技术创新研发和产品

配方优化，既有生产设备生产工

艺得到提升，实现常温聚合。该

工艺具有生产效率高、产品实用

性强且更加节能环保的特点。

（谈军志）

中铁二十一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 赋能企业发展

田丽媛 司磊 靳昕茹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宝强）近日，甘肃农垦集团和通渭县政

府举行签约仪式，甘肃农垦兴渭牧业项

目正式落户通渭县寺子现代生态循环农

业科技示范及产业深度融合园。

据 了 解 ，该 项 目 将 在 通 渭 县 建 成

肉牛育肥基地和陇东南国家级核心肉

牛良种繁育中心，形成安格斯、西门塔

尔 高 端 肉 牛 年 存 栏 2000 至 3000 头 、

年 出 栏 2000 至 3000 头 的 养 殖 规 模 ，

建 设 万 亩 饲 草 种 植 基 地 、饲 草 加 工 配

送中心、县级综合性牲畜交易市场、肉

牛副产品（牛皮、毛、骨等）综合利用中

心、畜产品加工营销中心、数字乡村通

渭 产 地 仓 储 基 地 ，以 及 通 渭 县 屠 宰 场

及 肉 类 物 资 储 备 库 ，采 用 现 代 化 屠 宰

与 分 割 工 艺 ，建 成 牛 羊 屠 宰 及 分 割 加

工线，达到年屠宰肉牛 1.05 万头、肉羊

15 万只的规模。

近 年 来 ，通 渭 县 实 施 牧 草 良 种 提

升 工 程 ，打 造 紫 花 苜 蓿 、燕 麦 草 、粮 饲

兼 用 玉 米 三 大 高 产 优 质 饲 草 生 产 基

地 ，全 县 优 质 饲 草 稳 定 在 110 万 亩 以

上、产量达到 320 万吨，每年窖贮饲草

料 58 万 吨 ，加 工 商 品 草 40 万 吨 。 依

托 良 好 的 产 业 基 础 ，该 县 布 局 打 造 牧

草 、肉 牛 、肉 羊 、生 猪 循 环 发 展 的 草 畜

产 业 园 ，推 动 屠 宰 场 及 肉 类 物 资 储 备

库等重大项目建设，近三年共投入 1.2

亿 元 用 于 能 繁 良 种 引 进 奖 补 ，支 持 牛

羊 猪 产 业 小 规 模 、大 群 体 发 展 ，培 育

草 畜 龙 头 企 业 12 家 、合 作 社 169 家 、

适 度 规 模 养 殖 户 3.8 万 户 ，带 动 养 殖

农 户 5.2 万 户 ，全 县 牛 羊 猪 饲 养 量 达

到 26 万 头 、43 万 只 、29 万 头 ，草 牧 业

总产值达到 34 亿元。

甘肃农垦作为全省最大的国有农

业企业集团，集聚资源优势，优化产业布局，已经形

成 葡 萄 酒 、生 物 医 药 、食 品 加 工 、果 品 蔬 菜 、作 物 制

种 、节 水 设 施 、草 畜 循 环 、冷 链 物 流 等 多 个 集“ 种 、

养 、加 、销 ”为 一 体 的 全 产 业 链 条 。 此 次 签 约 ，将 为

双方携手打造通渭县肉牛养殖、育肥、屠宰、销售全

产业链条，提高牛羊肉生产、加工、保鲜、配送质量，

扩大牛羊肉销售渠道。

甘
肃
农
垦
兴
渭
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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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落
地
通
渭

村民在临洮雪榕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务工。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朝霞

临洮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设施蔬菜基地。 省农业农村厅供图

本报民乐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冯宝强）10 月

16 日，位于民乐县生态工业园区的滨河集团万亩有机

高粱丰收节开幕。

开幕式现场，欢快的舞蹈如同跳动的丰收音符，

激昂的歌声唱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丰收

的赞美。专门设置的特色拍照打卡区，游客亲身参

与高粱收割体验活动，一起感受收获的喜悦。展销

区热闹非凡，美酒散发着醇厚的香气，吸引着众多游

客驻足品尝。

走进滨河酒城的万亩高粱地，红彤彤、沉甸甸的

高粱穗挂满枝头，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十几台收割

机往来穿梭，将高粱连秆带穗卷入其中，收割、摘穗、

脱粒、秸秆粉碎、装车……一气呵成。现场跟班技术

人员现场严把作业标准关、质量关，确保高标准、高

质量、高效率秋收。

近年来，民乐县紧紧围绕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区创

建目标，强龙头、育产业、延链条，做足“农头工尾、粮

头食尾”功夫，全县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 72%，农产

品加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值达 2∶1。滨河集

团作为全省民营经济 50 强企业和民乐县大型骨干企

业 ，扛 稳 扛 牢 粮 食 安 全 重 任 ，扩 大 有 机 原 粮 生 产 规

模，完善水肥基础设施，加大种植科技支持，提高全

程机械化水平，夯实农业高质量发展根基。同时主

动融入绿色农产品出圈、打造有机农产品输出地，优

化种植结构，稳定高粱、谷子等大宗原粮种植规模，

种植各类大田农作物 2 万亩，优质原粮保障下酿酒量

达 2 万吨，形成了强自身基地建设助企、保农业基础

存量带农富农的良好发展态势。

民 乐 县 生 态 工 业 园 区
万亩有机高粱丰收节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