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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贮玉米 牛羊喜食

在祁家集镇蔡王家村，到处是机械轰

鸣收获青贮玉米的景象。

一台台玉米收割机在玉米地里来回穿

梭，高速旋转的齿轮将一排排笔直挺立的

青贮玉米揽入机仓里，玉米秸秆和玉米棒

子被粉碎混合，从青贮收割机的出料口倒

入透明的玻璃货仓里，不一会儿，货仓里就

压实装满了饲草料。

一旁的打包机快速运转，几分钟就将

粉 碎 的 饲 草 料 打 包 成 捆 —— 绿 色 的“ 裹

包”，变魔法般将一株株玉米变成一包包

青贮玉米。

这里是广河县瑞腾牛羊饲养农民专业

合作社 2460 亩“粮改饲”种植基地。蔡王

家村养殖大户马登虎与马二沙、马艾米乃、

马吉福等 5 人于 2018 年成立合作社，发展

黑白花肉牛育肥，统一规划了检疫区、隔离

区、疫病防治区，逐步形成标准化养殖场，

年存栏育肥牛 400 头以上。

合作社与 436 户农户签订流转合同，

流转 2460 亩土地种植玉米，通过“粮改饲”

合理利用饲草，进行专业化养殖，加快了肉

牛育肥周期，为改善养殖场的经营模式树

立了样板，引导周边 22 户农户转变传统养

殖观念，进行科学养殖，共同致富。

目前，像瑞腾合作社这样流转土地种植

收贮“粮改饲”项目的企业，在广河县有 71

家，共流转种植“粮改饲”2.46万亩。其中川

区流转种植 9227 亩，山区流转种植 1.54 万

亩，每年完成收贮青贮饲草 12.3万吨。

广河县在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的基础上，

依托自然禀赋，推广旱作农业全膜双垄沟播

玉米，发展“粮改饲”产业，引导压减籽粒玉

米种植，增加饲用玉米等优质饲草作物种

植，每年稳定推广“粮改饲”20 万亩以上，加

工优质饲草 100万吨以上。

今年，全县落实种子、地膜、肥料、机械

等奖补措施，免费发放青贮袋和网膜，引导

区域牛羊养殖向玉米全株青贮饲喂适

度转化，农业种植结构向粮饲统筹方

向转变，推动玉米从跨区销售转向

就地利用，种植玉米 34 万亩，其

中“粮改饲”22 万亩，实现区域

内种养良性循环。

以前，田间地头的玉米秸

秆到处乱摆，成为农村常见的

垃 圾 ，焚 烧 后 污 染 环 境 。 如

今，广通河沿线 42 公里长廊，

一包包“粮改饲”裹包形成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村民收割

玉米后，将地头的废旧地膜进

行回收，有效治理农田“白色污

染 ”。 今 年 ，全 县 回 收 废 旧 地 膜

2000 吨，回收率达到 90.09%。

广 河 县 以 玉 米 秸 秆 饲 料 化 利 用 为 主

导，统筹推进农作物秸秆资源综合利用，扶

持秸秆饲料生产加工规模企业和专业大

户，加快建设青贮窖池和秸秆饲料储备库，

推动“粮饲兼顾、草畜平衡、循环发展”的新

型种养结构，基本形成布局合理、多元化利

用的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格局，秸秆综合

利用率达到 90%以上。

堆肥还田 种养循环

记者来到甘肃卓优生态农业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听到“咩咩”的羊叫声。

“羊舍安装了 360 度摄像头，通过手机

APP 智能化设备，我在家里就能看到羊只

的饲喂、吃料、饮水等情况。”甘肃卓优生态

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介绍，公司

引 进 500 多 只 纯 种 优 质 湖 羊 和 萨 福 克 种

羊，通过人工授精技术高效繁育，目前存栏

1200 多只湖羊基础母羊，年可产羔 3000

只、输出优质湖羊母羊 1000 多只。去年 6

月，公司被认定为省级种羊场，填补了全县

无种羊场的空白。

阿力麻土乡兰家村村民马哈塞尼和妻

子都是残疾人，在卓优公司帮扶带动下，从

最初养殖 30 只基础母羊起家，不断扩繁养

殖规模，目前已繁育存栏 70 只湖羊，年收

入三四万元。

“我们通过规模养殖企业技术集成，示

范带动全县牛羊产业实现牛羊异地引进育

肥向自繁自育转型，品种繁杂性能低下向

品种优良优质高产升级。”广河县畜牧兽医

发展中心主任马小奇说。

标准化羊舍里，自动饲喂传送带将草

料传送到食槽里，一只只健壮的湖羊吃着

配方营养草料，抬头即可吮吸自动饮水龙

头。羊群脚下踩的是绿色复合漏粪板，5 组

全自动清粪设备及时清理粪污，让羊舍保

持卫生清洁。粪污处理点设置了阳光房，

将粪污发酵后进行还田。

随着牛羊养殖量的成倍增长，畜禽粪

污影响着全县畜牧产业健康发展。对此，

广河县以畜禽粪污肥料化利用为方向，全

力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全县每年产

生畜禽粪污 154 万吨以上，按照“532”利用

模式，50%的生粪用于传统堆肥还田，30%

用于加工处理成半成品有机肥，20%用于

成品有机肥生产。

广河县建立了县有有机肥厂、乡镇有处

理中心、村有收集点的农牧全产业链闭环发

展三级运行机制。依托种养循环项目，每年

投入项目资金 1000 万元，在全县养殖集中

的 56 个村社建立粪污堆肥发酵收集点，腐

熟发酵还田 10万亩；在祁家集镇等 6个乡镇

建成日处理 4吨的小型粪污处理中心 10个，

在齐家镇黄家坪养殖小区建成日处理 20 吨

的中型粪污处理中心 2 个，年利用处理生粪

30万吨；在产业园区内建成年产 2万吨的大

型有机肥厂，与中小型粪污处理中心联合解

决县域内牛羊粪污。

全县按照“畜禽粪污＋堆肥发酵＋粪肥

还田＋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模式，旱作农业玉

米种植连续五年增产，亩均增产 300 公斤。

通过种养循环模式，全县牛羊养殖量逐年递

增，牛存栏从 2016 年的 9.45 万头，发展到

2024年的 14.5万头，羊存栏从 110万只增加

到135万只，实现增产增效双丰收。

延链补链 精深加工

走进广河县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

区，广河县陇盛源牧业有限公司的现代化生

产线按照流程生产有序。牛羊屠宰生产车

间进行工厂化生产，精深加工车间进行精细

化分割，研发中心、牛羊产品业务室、检验检

疫区内，工作人员进行科学规范操作。

“陇盛源牧业有限公司是我县首家定点

屠宰企业，填补了全县无标准化屠宰加工企

业的空白，牛羊肉类产品生产加工更加专业

化、标准化，提高了肉类品质和企业经济效

益，彻底打通了广河牛羊肉由农产品转化为

商品、进入高端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广河

县现代农业产业园副主任马青峰介绍。

围绕牛羊全产业链发展，广河县坚持

延链补链强链，以农产品精深加工为牵引

带动特色产业价值链提升。引导民间资

本参与建设，建成年屠宰肉牛 2.5 万头、羊

80 万只，加工生产优质牛肉 1 万吨以上、

羊肉 1.08 万吨的标准化屠宰加工及冷链

物流中心。全县现有牛羊肉精深加工企

业 5 家、龙头企业 16 家，开发精分割、熟食

品、副产品 32 种，去年牛羊及其肉制品销

售收入达 64.6 亿元。

“广河羊肉，羊中精品，甘味品牌，声名

远扬，不膻不腻，绿色喂养……”在产业园

区正清电商中心，当地电商进行直播带货，

推介广河羊肉。

广河县培育“广河羊肉”甘味品牌，认

证“三品一标”农产品 4 个，广河羊肉被纳

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目前，线上

通过正清电商建立起稳定、清晰、可见的网

络销售体系，在淘宝、京东、天猫、抖音等各

大 电 商 平 台 开 设 30 多 家 网 店 ，完 成 牛 羊

肉、皮革制品等销售额 2.93 亿元。线下通

过完善销售体系，投资 3861.18 万元建成广

河县农畜产品交易市场，每天可容纳牛交

易量 3000 头，羊交易量 1.5 万只，活禽交易

量 2 万只，带动全县上游乡镇并辐射至东

乡、康乐、和政等周边县市的养殖户和贩运

户发展牛羊产业。

广河县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持续推

动种养加销一体化发展，做足“农头工尾、

粮头食尾、畜头肉尾”的文章。目前农户中

发展养殖的有 3.5 万户，占全县农户总数的

68%，去年户均增收 5 万元以上，养殖业收

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41.2%。

—广河县创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观察

家家“粮改饲”户户养牛羊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张燕茹）近日，

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

四 川 农 业 大 学 、省 种 子 总 站 、省 农 业 技 术 推 广 总 站 等

单 位 的 专 家 组 成 测 产 专 家 组 ，依 据 农 业 农 村 部《全 国

油 料 高 产 创 建 测 产 验 收 办 法》，分 别 在 陇 东 旱 作 区 和

陇 中 灌 溉 区 ，对 农 业 农 村 部 农 业 生 物 育 种 重 大 项 目

“ 西 北 高 油 高 产 大 豆 新 品 种 设 计 与 培 育 ”示 范 田 进 行

了实收测产。

测产结果显示，在年降雨量 300 毫米左右的陇东旱

作区环县千亩示范片，汾豆 93、齐黄 34、佳禾 2 号等高

油大豆品种抗旱性突出、稳产性好，平均亩产 205.14 公

斤，较当地单作大豆平均亩产 142.9 公斤增产 43.6%；在

陇中灌溉区平川区百亩示范点，齐黄 34、陇黄 4 号、佳

禾 2 号等高油大豆品种适应性广、产量潜力大，平均亩

产 302.79 公斤，较当地单作大豆平均亩产 247.09 公斤

增产 22.54%。

据 悉 ，近 年 来 ，省 农 科 院 旱 地 农 业 研 究 所 大 豆 研

究 团 队 依 托 国 家 及 地 方 科 研 项 目 ，自 主 选 育 出 佳 禾 2

号 、陇 黄 4 号 2 个 抗 旱 高 油 大 豆 新 品 种 ，引 进 筛 选 出

齐黄 34、汾豆 93 等 4 个高油高产大豆品种，研究集成

了 覆 膜 侧 播 、平 衡 施 肥 、精 准 化 防 控 、病 虫 害 综 合 防

控 、机 械 化 作 业 等 关 键 技 术 ，在 不 同 生 态 区 打 造 了 高

油 高 产 大 豆 示 范 田 ，通 过 田 间 展 示 和 宣 传 ，辐 射 带 动

了 西 北 地 区 高 油 高 产 大 豆 新 品 种 推 广 应 用 和 大 面 积

单产提升。

专家组赴我省测产
高油大豆单产提升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张燕茹）《甘肃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

民工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近

日 印 发 ，旨 在 全 力 做 好 全 省 大 中 型 水 利

水 电 工 程 建 设 征 地 补 偿 和 移 民 安 置 工

作 ，通 过 规 范 工 作 机 制 ，强 化 全 过 程 监

督 管 理 ，更 好 服 务 水 利 水 电 重 大 项 目 建

设，保障和维护移民合法权益。

《办法》坚持问题导向，结合国家和省

级水网总体规划建设，以落实大中型水利

水电工程建设移民安置和后期扶持政策

为出发点，以保障移民合法权益为目标进

行制定。分为总则、移民安置规划、征地

补 偿、移 民 安 置 实 施 管 理、后 期 扶 持、监

督管理、附则等 7 章 40 条。

《办法》首次明确停建通告的申报要

件 和 发 布 程 序 ；首 次 明 确 大 中 型 水 利 水

电 工 程 开 工 前 ，项 目 法 人 应 当 与 省 政 府

或其规定的省级移民管理机构签订移民

安 置 协 议 ，并 对 移 民 安 置 协 议 的 主 要 内

容 提 出 具 体 要 求 。 同 时 ，进 一 步 明 确 了

移民安置实施管理费使用原则和移民安

置 监 督 评 估 、移 民 安 置 实 施 阶 段 科 研 和

综 合 设 计 单 位 的 委 托 方 式 ，以 及 移 民 安

置项目设计变更、移民档案管理、移民安

置验收等内容。

《办法》明确，在征地补偿中，要合理

确定征收土地、零星树木、青苗、附着建筑

物等补偿补助有关规定，要在工矿企业，

交通、电力、电信、广播电视等专项设施和

中小学、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的迁建或者

复建过程中充分考虑功能恢复需要和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

《办 法》还 对 大 中 型 水 库 后 期 扶 持

人 口 核 定 与 登 记 工 作 作 了 具 体 要 求 ，

确 定 了 后 期 扶 持 规 划 、后 期 扶 持 项 目

库 报 备 、后 期 扶 持 年 度 资 金 管 理 、后 期

扶 持 项 目 建 设 管 理 等 工 作 内 容 ；并 对

大 中 型 水 利 水 电 工 程 移 民 工 作 监 督 管

理 方 式 等 进 行 规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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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宝强
通讯员 靳昕茹

春华秋实，硕果飘香。眼下正是静宁县

苹果上市的时候，当地果农忙着采摘、分拣、

装箱销售。

走进静宁县威戎镇杨湾村的苹果园，果

园里果香四溢，沁人心脾。果农杨岳伟正带

着十几个工人忙碌着。

“我家种了 5 亩早熟苹果和 10 亩晚熟苹

果，现在陆续采摘销售苹果，1 亩地可卖 1 万

多元。”杨岳伟说。

除了务自家的果园，静宁县城川镇吴庙

村的果农刘谷叶还在家门口的静宁苹果产学

研基地务工。“我家离苹果基地近，这里有用

工需求，我来这里包装苹果，挣些零用钱，能

给家里增加一笔收入。”刘谷叶一边把采摘下

来的一筐筐苹果分拣装箱，一边高兴地说。

静宁县地处黄土高原苹果最佳适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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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良品质，静宁

苹果果面光洁，色泽鲜艳，果形端正，汁多味

甜，备受外地客商青睐。“静宁苹果的品质非

常好，客户特别认可这里的苹果。我们收购

的苹果将销往四川、贵州、云南以及西藏拉

萨。”前来收购苹果的四川客商杜小东介绍。

果优价好果畅销。“除了线上销售，前来

现场收购苹果的外地商客纷沓而至。目前，

华硕的市场价是每斤 6 元至 7 元，预计今年我

们园区早熟苹果的总产量能够达到 4 万斤左

右。”静宁县苹果产学研基地工作人员尤芸介

绍，基地在建设过程中注重科学种植和品种

开发，今年种植早熟苹果品种以华硕和嘎啦

为主，相比其他早熟品种，耐储存，很受客商

和消费者喜爱。

近 年 来 ，静 宁 县 苹 果 产 业 作 为 农 业 首

位 产 业 ，以 实 现“ 果 业 强 、果 农 富 、果 乡 美 ”

为目标，推动苹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和产

业化发展。同时，通过加大政策、技术扶持

力 度 ，采 取 市 场 引 导 、示 范 园 带 动 、培 训 到

田 间 等 方 法 和 措 施 ，引 导 群 众 加 快 发 展 现

代果业，调整品种结构，形成了早、中、晚熟

苹 果 相 互 补 充 的 产 业 格 局 ，拉 长 了 静 宁 苹

果 成 熟 周 期 ，增 强 了 静 宁 苹 果 市 场 风 险 抵

御 能 力 。 目 前 ，全 县 苹 果 种 植 面 积 达 百 万

亩 以 上 ，预 计 今 年 苹 果 产 量 达 到 120.6 万

吨，总收益 75 亿元。

静宁 苹果丰收上市 果农收获喜悦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朝霞 王思璇

秋日，广河县山川梁峁遍布全膜双垄沟

播玉米，就连农家房前屋后、村道两旁、沟屲

里也长满玉米。

“我们把玉米收获后青贮成‘包子’，是

牛羊喜欢吃的饲草，这里的牛羊，喝的是太

子山的矿泉水，住的是清爽舒适的天然‘空

调房’。牛羊粪污收集加工成有机肥，还田

后种植玉米，减少了化肥用量，实现了种养

循环、绿色发展。”广河县阿力麻土乡兰家村

养羊大户马尚虎说。

广河县以全膜双垄沟播玉米种植为突破

口推动“粮改饲”，以养带种、农牧互促，发展玉

米秸秆综合利用产业，探索出“牛羊养殖—粪

污收集—有机肥生产—粮改饲种植—秸秆综

合利用”的农牧种养循环绿色发展路子，成功

创建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为全省农业

绿色发展转型升级发挥了引领带动作用。

广河县阿力麻土乡兰家村村民利用农机收割青贮玉米。 本文摄影：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朝霞

广河县肉牛养殖场。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徐俊勇 通讯员

麻守仕）甘肃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坚持扛起荒漠

化综合防治和“三北”工程建设政治责任，以防沙治沙为

主攻方向，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

治理，科学恢复林草植被成效显著。

甘 草 梁 位 于 保 护 区 渥 洼 池 湿 地 西 侧 ，由 来 自 库

姆 塔 格 沙 漠 前 沿 的 流 动 性 沙 丘 累 积 而 成 。 甘 草 梁

地 处 沙 漠 腹 地 ，年 均 降 水 量 不 足 40 毫 米 ，蒸 发 量 却

高 达 2480 多 毫 米 ，属 典 型 的 暖 温 带 极 旱 荒 漠 气 候

类 型 区 。 自 2020 年 起 ，阳 关 保 护 区 结 合 实 际 ，提 出

建 立 阳 关 湿 地“ 三 道 防 线 ”生 态 隔 离 带 的 治 沙 保 护

思 路 ，拉 开 甘 草 梁 沙 害 治 理 的 序 幕 。 起 初 ，在 湿 地

边 沿 恢 复 植 被 ，栽 植 胡 杨 、沙 枣 灌 木 林 带 3 公 里 ，实

施 滴 灌 、喷 灌 补 水 ，平 茬 复 壮 芦 苇 2.4 万 多 亩 ，提 高

植 被 盖 度 ，强 化 植 被 体 系 ，形 成 阻 沙 带 。 随 后 ，在

湿 地 外 围 流 动 沙 丘 区 域 实 施“ 草 方 格 + 梭 梭 ”压 沙 ，

建 设 草 方 格 4000 亩 ，在 草 方 格 内 种 植 梭 梭 1270

亩 ，形 成 固 沙 带 。 最 后 ，在 流 动 沙 丘 外 围 过 渡 地 带

定 植 胡 杨 和 梭 梭 林 带 500 亩 ，形 成 挡 沙 带 ，阻 断 库

姆 塔 格 沙 漠 来 沙 ，全 面 治 理 流 沙 对 阳 关 湿 地 的 侵

蚀 。 据 监 测 ，项 目 实 施 后 ，流 动 沙 丘 后 退 2 米 以 上 ，

初 步 形 成 了“ 敦 煌 阳 关 渥 洼 池 湿 地 维 护 生 态 系 统 稳

定 性 治 沙 模 式 ”。

同时，敦煌阳关保护区以湿地项目为依托，在甘草

梁以西的风沙口推广使用新型阳沙网沙障、草方格治

沙、戈壁客土造林、滴灌节水造林、梭梭水钻栽植等治

沙造林技术，使林木成活率大幅提升。通过采取生物

治沙、封育保护、工程治沙等多种治沙措施，使甘草梁

沙害区及风沙口 80%的移动沙丘得到基本控制，10 个

危害严重的风沙口得到有效治理，在库姆塔格沙漠前

沿筑起了一道道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保护区已在沙

害 区 累 计 实 施 草 方 格 压 沙 6500 多 亩 ，恢 复 锁 边 植 被

4750 多亩。

敦 煌 阳 关 保 护 区
科学恢复林草植被

种植户在采摘苹果。 静宁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