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农业“南花北种”渐成气候

作为典型南方花卉的蝴蝶兰、石斛兰，能

否在西北内陆落地生根并规模化发展呢？

走进秦州区藉子镇兰花产业园，一派生

机盎然。6 座集供暖系统、无土栽培、水肥一

体化、物联网全自动控制系统为一体的高标

准玻璃智能连栋温室呈现眼前；不同发育阶

段的花儿生机勃勃，陆续绽放的锦簇花朵，

散发出淡淡幽香。

为打造高品质现代化特色农业先行区，

秦州区立足地域优势和资源禀赋，将兰花产

业园作为特色产业重点项目，培育兰花品牌。

空气温度 24.2℃、空气湿度 85.2%……温

室环境检测 24 小时守护着娇嫩的花儿们。室

外大风机和室内循环风机双运转，加速空气

流通，保持空气清新。“夏季高温用外部遮阳

与幕布式水帘有效降温，冬天在穴盆下方铺

设了供暖管道，保持室内恒温在 24℃左右，四

季如春、花开不断。”秦州区兰花产业园项目

技术负责人张经萍说。

在成功引进蝴蝶兰的基础上，园区又引

进了石斛兰。“这些小苗从外地运来，栽植、

催苗、施肥、摆盆等每一道工序我都参与过，

看到它们变着样子长，心里很高兴。”就近务

工 的 村 民 庞 玲 正 在 温 室 内 给 石 斛 兰 花 苗 浇

施水肥。

据园区石斛兰种植技术负责人张钢强介

绍，兰花种植采用水肥一体化控制，吸收不了

的水肥通过渗漏板淌下来后可重复利用，最

大程度保证农业资源不浪费。

温室门前，立着一套布满按钮、闪着红灯

或绿灯的控制系统。“当温度或湿度偏离了，

就会闪灯提示并自动开启相应设置。减少了

人工，也给兰花适应自然环境提供一个缓冲

期。”张经萍说，兰花产业园建成的智能连栋

温室通过 5G 物联网智能控制系统进行传感

器监测、计算机数据分析，实现自动开关遮阳

网、水帘卷膜、湿帘水泵及保温设施等，自动

控制温室内的气候条件，确保其在各个生长

期都能处于最佳的生长环境，实现了全季节、

全天候生产。

如今，这座占地 100 亩的园区实现了兰

花从育种到销售的全产业链条。年产以蝴蝶

兰为主的盆花达 200 万盆，综合产值约 4000

万元，带动当地 100 余人就业。

科技赋能 特色产业向新提质

来到有“小天水”之称的天水镇，走进秦

州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天水镇标准化种

植基地，一座座村庄焕然一新，一栋栋规模

化、标准化、现代化、科技化的温室大棚整齐

排列、一批批特色农业产业落地生根，一株株

樱桃树枝叶繁茂，种植着美早、先锋、俄 8 等多

个品种。

杨湾村武富荣是佳盛达种植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技术指导员，负责 120 亩樱桃树的

施肥、灌水、掌握温度、打农药，管护着三座温

室。“大苗移栽的第一个年头就开始挂果，后

期产量会一年比一年好。”谈起来年的丰收，

武富荣信心满满。

他算了一笔账：“2600 棵树，预计产量能

达到 2.6 万斤以上。刚上市 1 斤能卖 150 至

160 元，收尾期 1 斤至少能卖 70 至 80 元。”

大樱桃的丰产增收，离不开科学的种植

管理技术。如今，温室内不仅安装了精准水

肥一体化灌溉系统，智能化自动温控、补光系

统，棚顶棉被增温、安装环流风机控制温度湿

度、水肥一体化精准控制每棵树上多少肥，浇

多少水。还采用了起垄栽培、适度矮化的种

植模式，提升了果品品质、产量和经济效益。

“樱桃能够抢先上市的关键技术就是低

温休眠。”秦州区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站站

长李惠东介绍。为实现了大棚、露地樱桃之

间的无缝对接、促成栽培提前上市，拉长樱

桃 供 应 期 ，基 地 倒 推 樱 桃 树 休 眠 、发 芽 、开

花、结果的时间，利用现代科技控制温室温

度，让大樱桃树提前进入冬季休眠，可使果

品提前两个月上市，填补春季水果市场的空

白，种植户实现了收入翻番。

“11 月到 12 月底休眠，来年 1 月初开始

加温，2 月开花、3 月结果、4 月上市。”武富荣

算好了时间。

据了解，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天水镇

标准化种植基地核心区 500 亩，围绕设施大

樱桃、葡萄种植，中药材、蔬菜育苗加工，草

莓、西瓜采摘观光体验等形成产业集聚。按

照科学规划、区域布局、集中连片、规模经营

的要求，把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各个环节结

成统一的链条式利益共同体，依托企业、合作

社实现产业发展特色化、布局结构专业化、经

营管理社会化的特色产业集群基地。

对于当地发展产业集群基地，秦州区天

水镇产业集群基地的创业者之一——玉中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焦玉中看在眼里，

喜在心中。“通过建设产业集群基地，不断促

进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打出品牌效应，实现

规模化种植，这样当地群众才能实实在在得

到实惠。”焦玉中说。他经营了 60 多座温室

大棚，主要发展樱桃、圣女果产业。如今，两

个儿子都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小儿子焦

海文管理着 35 亩地，13 个日光温室里，一株

株圣女果枝繁叶茂，一颗颗晶莹圆润的果实

挂满枝头，如串串珍珠，令人垂涎欲滴。“亩

产过万斤，平均 1 斤能卖 6 至 8 元，一座温室

一年能有两三万元的收入。”焦海文说。大

儿 子 焦 海 奎 则 通 过 电 商 平 台 推 介 名 优 特 产

品，促进产品销售，扩大产品知名度。“以前

是 一 根 扁 担 走 天 下 ，现 在 是 一 台 电 脑 卖 天

下。”焦海奎告诉记者，公司在快手、抖音等

平台上的粉丝有好几万，蔬菜瓜果上市后就

会开直播进行销售，网友的关注度很高，销

售额也不错。

绿色发展 算好生态经济“两本账”

绿色发展是推动现代农业园区跨越发展

的重要方式。

近年来，我省突出抓好提高农业资源利

用效率、全域推进面源污染防治、培育发展绿

色低碳产业等重点工作，探索农业绿色发展

路径模式，全省有 5 个市县成功创建了农业农

村部认定的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秦州区便

是其中之一。

玉米喂生猪、猪粪变沼液、沼液育果蔬……

在 秦 州 区 皂 郊 镇 西 坡 梁 ，一 条 种 养 循 环 生

态 农 产 链 条 正 在 延 伸 。 有 限 资 源 经 过 充 分

循 环 利 用 ，让 传 统 印 象 中 又 脏 又 乱 的 畜 牧

养殖实现绿色转身，养出生态猪，种出生态

果，走出兴农路。

在放眼望不到边的连片林地与山头，林

联 苹 果 种 植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改 造 提 升 果 园

2000 余亩，大樱桃及花牛苹果、建成年出栏 1

万多头生猪养殖基地、年产 2 万吨生物有机肥

和 3 万吨水溶有机肥生产线、2000 立方厌氧

沼气发酵，形成了“养殖-有机肥-种植”循环

农业发展模式。

果园里，精准滴灌设备遍布每一棵果树

的根茎部分，一扭开关沼液自动喷灌；养殖所产

生的粪便用来生产沼气，沼气供应园区内日常

用电及冬季供暖，做到种植养殖两互促、节本

增效两不误，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得以体现。

“ 猪 场 产 生 的 粪 污 经 过 地 下 管 网 ，进 入

三级沉淀池固液分离后，经腐熟发酵后制作

成固体有机肥，厌氧发酵后的液体有机肥通

过水肥一体化管网输送到果园。”在林联苹

果 种 植 农 民 专 业合作社技术负责人闫营营

看来，种养循环利用的同时，还能提升果品

的品质，沼渣沼液的肥期比化肥长，而且能

改变土壤结构，长期使用土地不易板结，果

树也长得好。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

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的创建，全面推动

了区域内农业资源利用集约化、投入品减量

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同时，

为全省立足资源优势、地域特色，实现“生态

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农业全域、全链、全业

绿色发展发挥了引领带动作用。

“既能保证粮食满仓、果蔬满园，又能实

现 绿 水 青 山 ，较 好 地 促 进 农 业 生 态 绿 色 发

展，这是在农业园区内实施的种养循环的重

要意义之一。”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负

责人表示。

窥一斑而知全豹。如今，农业不再是一

个简单的“土”字来概括。科技创新、技术突

破和绿色理念正让我省农业一步步迈向时代

潮头，现代农业、循环农业、智慧农业、绿色农

业的美好蓝图正在全省徐徐展开。

天水市秦州区成功创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

打好种养“特色牌”走实农业“绿色路”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张燕茹）

近日，由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主办的 2024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大会在昆明市召开，省水

利厅推荐的“甘肃智慧水利建设项目设计—

建 设 — 采 购 — 试 运 行（EPC）总 承 包 —2021

年度实施项目”荣获 2024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

优秀工程金奖，该工程奖是我国地理信息行

业最高级别工程奖项。

据悉，甘肃智慧水利 2021 年度项目采用

EPC 模式，按照“需求牵引、应用至上、数字赋

能、提升能力”要求，构建以“天空地水工”一体

化监测感知、省级水利云网基础环境为基础，

智慧水利大脑基础能力为核心，甘肃智慧水资

源、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等“2+N”水利智能业务

应用为重点，安全保障和标准规范体系为保

障，初步形成了甘肃智慧水利体系。

自甘肃智慧水利项目启动以来，省水利

厅积极与国内重点高校和企业产学研合作，

联 合 华 中 科 技 大 学 和 西 安 交 通 大 学 分 别 成

立了甘肃智慧水利联合实验室、甘肃智慧水

利大数据智能安全研究中心，依托高校和企

业技术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在北斗卫星应

用 、数 字 孪 生 、水 利 大 模 型 、人 工 智 能 、数 据

治 理 、洪 水 预 报 、网 络 安 全 等 领 域 开 展 核 心

技 术 攻 关 ，将 理 论 研 究 、技 术 开 发 与 甘 肃 智

慧水利应用深度融合，为我省水利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科学数据支撑。

截至目前，该项目建设成果丰硕，已取得

44 项软件著作权，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2

项，申请发明专利 3 项，出版《5G+智慧水利》专

著 1 部。

甘肃智慧水利项目获中国
地理信息产业优秀工程金奖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思璇
通讯员 严志刚 陈世豪

位 于 甘 肃 太 子 山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的 牙

塘 水 库 ，宛 如 一 颗“ 蓝 宝 石 ”，镶 嵌 于 奇 峰 耸

立 、石 崖 层 叠 的 群 山 之 中 ，浪 花 飞 腾 的 海 眼

泉 、潺 潺 流 淌 的 香 水 河 得 以 汇 聚 ，蓝 天 、绿 树

与碧水共同构成一幅“清秋山水图”。

从临夏州和政县城向南出发，在位于柳梅

滩上游约 1.6 公里的峡口处，牙塘水库展现在

眼前。水库海拔 2500 米，是临夏州东乡县南阳

渠引水工程渠首，也是临夏州最重要的集中供

水 水 源 地 之 一 。 放 眼 望 去 ，只 见 连 绵 森 林 簇

拥，碧波荡漾，蓝天白云倒映山水之间，与嬉戏

水鸟相映成趣。湖面绵延不绝，仿佛一条玉带

伸 向 天 边 。 一 场 秋 雨 过 后 ，层 层 薄 雾 环 绕 山

尖，水雾缥缈，烟雨朦胧。

甘 肃 太 子 山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地 处 青

藏 高 原 与 黄 土 高 原 过 渡 地 带 ，总 面 积 127 万

亩 ，属 于 森 林 生 态 系 统 类 型 的 自 然 保 护 区 ，

主 要 保 护 对 象 为 森 林 生 态 系 统 及 生 物 多 样

性 ，是 我 省 中 部 少 有 的 一 片 天 然 林 区 ，也 是

黄 河 上 游 重 要 的 水 源 涵 养 补 给 区 。 通 过 多

年 的 保 护 治 理 ，保 护 区 内 生 态 系 统 的 多 样

性 、稳 定 性 、持 续 性 得 到 大 幅 提 升 ，调 节 气

候 、防 风 固 沙 、减 碳 贮 氧 等 生 态 功 能 不 断 增

强 。 特 别 是 涵 养 水 源 功 能 更 加 突 出 ，区 内 多

个 水 库 及 多 条 溪 流 满 足 了 群 众 的 生 活 用 水

和 灌 溉 用 水 ，为 周 边 地 区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作 出

重 要 贡 献 。

牙塘水库:秋日太子山 水韵绘诗画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徐俊勇）

记者从省林草局获悉，近日，祁连山国家公园

甘肃省管理局张掖分局寺大隆保护站辖区，一

只雪豹出现于草场。

据当地牧民讲述，他正在自家草场放牧

时，一只雪豹突然出现在山路上。面对这场突

如其来的相遇，雪豹似乎也被吓了一跳，它停

下脚步，警惕地环顾四周，随后转身向山上走

去，渐渐地消失在视线之中。

雪豹，被誉为“雪山精灵”，属国家一级保

护野生动物，全身灰白色，具黑色斑纹，尾粗

大，具环纹，体长 110 至 130 厘米。栖息于海

拔 2000 至 6000 米的高山裸岩、高山草甸等

地，为分布海拔最高的食肉动物。有固定洞

穴，夜行性，多晨昏活动，独居。以伏击式捕食

山羊、岩羊、斑羚等各种高山动物，寿命一般

10 年左右。

近年来，随着祁连山生态保护力度的不断

加大，野生动物栖息环境得到明显改善，雪豹

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种群数量逐渐增多，

也愈发频繁地出现。

雪豹现身祁连山草场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徐俊勇）

记者从省林草局获悉，酒泉市近日与张掖市、

嘉峪关市、青海省海西州等祁连山片区毗邻市

州签订林草有害生物联防联治合作协议，积极

构建健全的联防联治机制，为保障祁连山林草

资源安全和生物安全迈出坚实步伐。

合作协议由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站牵头，

建立祁连山片区林草有害生物防治机构联席

会议制度，创建合作信息平台和信息共享机

制，确保林草有害生物监测预警、检疫监管和

科学防控等信息的有效交流。利用全国林草

有害生物预测测报信息系统，综合开展灾情监

测、趋势分析和灾后评估工作，准确掌握灾情

动态，及时预警通报新发现、突发性重大林草

有害生物和外来入侵林草有害生物信息，不断

健全测报网络，建立交界区域监测互通制度，

提高疫情监测和趋势研判能力，及时告知市、

州（县）疫区、疫点名单和补充检疫性林业有害

生物名单变动等情况，使区域内疫情监测预警

能力不断加强。

同时，借助全国林草有害生物检疫信息

管理系统，主动与毗邻省、市（州）加强种苗、

草种、花卉、松木及其制品跨区域流通的调运

检疫和复检工作，强化事前检疫检验、事中审

核审批、事后跟踪监管，加大检疫违法行为协

查力度，严厉打击非法调运松材线虫病疫木

等重大林草有害生物行为，共同阻击外来林

草 有 害 生 物 入 侵 和 扩 散 ，加 强 检 疫 监 管 协

作。在应急防控方面，加强物资储备，提升疫

情应急处置能力，探索在毗邻区域间建立应

急协助机制，共同开展重大林草有害生物疫

情预防。

此外，组建祁连山片区林草有害生物防

治专家人才库，为毗邻区域专家及时开展技

术 咨 询 、指 导 、培 训 和 政 策 解 读 ，提 供 新 发 、

突 发 重 大 林 草 有 害 生 物 防 治 技 术 咨 询 和 技

术 支 撑 ，实 现 共 同 开 展 防 治 技 术 攻 关 、推 广

使用新技术和新方法，提升区域内整体防灾

减 灾 应 急 能 力 。 根 据 毗 邻 区 域 签 订 的 防 控

合作协议，交流林长制在重大林草有害生物

防控工作中的运用经验和做法，构建良好沟

通和互信机制，实现防治成效互认互促。

酒泉与毗邻市州构建祁连山林草有害生物联防联治机制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朝霞
王思璇

粮满仓廪，手中“饭碗”端得更牢；产

业兴旺，花蔬果畜，群众致富渠道更广；绿

色循环，种养结合，农业资源利用最大化……

天水市秦州区创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

区 和 国 家 农 业 绿 色 发 展 先 行 区 以 来 ，聚

焦优势特色产业、智慧农业，以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为主线、构建生态产业体系，坚

持 区 域 化 布 局 、园 区 化 聚 集 、链 条 化 发

展、品牌化引领，推动全区现代农业产业

高质量发展。

如今，藉水河畔东风劲，农业园区展新

颜，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农业产业集群基地

呈现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态势。

村民庞玲正在温室内给石斛兰花苗浇施水肥。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朝霞

兰花产业园内蝴蝶兰生机盎然。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思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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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张燕茹）

近日，省河长制办公室发布了《关于 2023 年

美丽幸福河湖省级评价及 2024 年拟建设段

遴选情况的通报》，确定两当河两当段、祖厉

河会宁县城区段、藉河甘谷段、古浪河古浪县

城区段为 2024 年第四批省级美丽幸福河湖

建设段。

随着陇南市文县天池美丽幸福河湖通过

省级评价，今年第三批省级美丽幸福河湖金川

区金水湖、黑河张掖市高台段、大夏河临夏州

临夏市段、陇南市文县天池 4 条（段、个）全部

通过省级评价。截至目前，全省共完成美丽幸

福 河 湖 建 设 76 条（段 、个），其 中 河 流 69 条

（段）、湖泊 7 个；省级美丽幸福河湖 12 条（段、

个）、市级美丽幸福河湖 64 条（段、个）；城镇段

河湖 41 条（段、个）、乡村段河湖 35 条（段、个），

建 设 河 流 总 长 度 1006.43 公 里 、湖 泊 总 面 积

23.43 平方公里。

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以来，我省对标

构筑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战略定位，牢固

树立绿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理念，坚持高位

推动，稳步推进美丽幸福河湖建设。今年全

省 正 在 开 展 美 丽 幸 福 河 湖 建 设 34 条（段 、

个），其 中 河 段 30 条（段）、总 长 度 546.45 公

里，湖泊 4 个、总面积 2.26 平方公里，年底前

将完成建设任务。

我省美丽幸福河湖创建工作稳步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