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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思璇

甘肃地形地貌复杂、气候类型

多样，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独

特的资源禀赋和环境特征为发展绿

色有机农产品提供了天然条件。

站在高空，以卫星为眸。俯瞰陇

原大地的一片片广袤田野，播种、浇

灌、成长、成熟、收获……一幅幅美不

胜收、姿态各异的图景被高分卫星定

格，如同“被打翻的调色盘”映入眼帘。

金黄色小麦颗粒归仓，黄河流域稻

菽飘香，燕麦草迎风摇曳，杂粮生长在

层层梯田……高分卫星用科技的“双

眼”清晰地记录着农业一年四季发展的

步伐。这不仅是一幅美丽的自然画卷，

更是现代农业科技与人类智慧的结晶。

黄河岸边稻花香
黄土旱塬粮满仓

在靖远县东湾镇，波澜壮阔的黄河

之水，润泽出万顷黄土的满目翠色。金

灿灿的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往返穿

梭，一粒粒稻米鼓起了农民腰包。

黄河流经靖远县县境 154 公里，靖

远县依托自然资源和生态优势，大力推

广优质水稻种植科学化和农业现代化，

水稻种植面积连年保持在万亩以上，成

为甘肃最大的优质水稻生产基地。

我省端稳“饭碗”的图景同样在河西

走廊呈现。田畴沃野间，一望无际的制

种玉米满目金黄。作为全国著名的杂交

玉米制种基地，今年甘州区种植的 75 万

亩制种玉米已采收完毕。

甘州区不断探索盐碱地治理技术，通过

高标准农田建设，依托覆膜浅埋滴灌、水肥一

体化作业等，使昔日盐碱滩变为制种玉米示范

田。同时，持续加大项目经费投入和农机购置

补贴力度，大力推进全程机械化技术模式探索

与创新，制种玉米基地耕整地作业、导航复式

播种、绿色统防统治、收割机采收、秸秆废膜收

集等环节机械化水平达到74％以上。

近年来，兰州新区加快农田改造提

升工程，加大撂荒地复耕力度，稳定小麦

等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提高单位面积

产量，做大做强特色农业，小麦种植成为

兰州新区秦川园区特色农产品。

在庆阳环县毛井镇乔崾岘村，小杂

粮长成大产业。从卫星云图上俯瞰，错

落有致的高山梯田，黄绿相间，荞麦、糜

子、燕麦等多种小杂粮从山顶蔓延至山

脚，田埂曲折迤逦，层层叠叠，似大地的

指纹，勾勒出一幅色彩鲜艳的丰收画卷。

环县近年来大力发展小杂粮产业，

通过优化种植结构、提升产品质量、打造

品牌效应、拓展市场渠道等，打造出种类

繁多、品质优良的特色小杂粮，为农民打

开了增收的新渠道。从卫星云图观察，

曾经的“地块块”“窄埂埂”“弯弯渠”已集

零为整，被改造成整体连片的良田。

马场披绿草生金
白龙江畔橄榄香

在山丹马场，连片种植的燕麦草迎

风摇曳，长势喜人；机车驶过，一行行燕

麦草整齐地平铺在地里，形成一道道绿

色 垄 条 。 山 丹 县 冷 凉 气 候 和 土 壤 等 条

件，种植的燕麦草属于特级标准，是牛马

羊冬季优良的牧草。

山丹马场依托辽阔的土地，根据当

地气候条件和生态保护要求，下大力气

调整种植结构，将原来 20 多万亩油菜田

改种青割燕麦草，由单一的粮油作物种

植转变为全覆盖种植燕麦草，使其成为

西北地区燕麦草主产基地之一。

白龙江碧波荡漾、波光粼粼，江边山

峦起伏，绿树成荫。郁郁葱葱的油橄榄

园里，成片的橄榄林翠绿挺拔，一颗颗青

红相间、颗粒饱满的油橄榄压低了枝头。

地处长江流域的陇南境内有多个干

热河谷地区，气候土壤条件与地中海沿

岸 相 似 ，是 油 橄 榄 引 种 栽 培 的“ 黄 金 地

带”。陇南通过扩基地、建园区、育龙头、

强科技、塑品牌、聚集群等一系列措施，

打造油橄榄产业集群，让“橄榄绿”成为

陇南乡村振兴的亮丽底色。

在天祝县松山镇，似火的麦穗儿压

弯了麦秆，随风起伏的麦浪连绵成片，染

红了山间田野。丰收的藜麦色彩斑斓、

层层叠叠，散发出淡淡的藜香，与远山、

树木、村庄交相辉映……

天祝县因气候冷凉，全年日照时间

长，土壤酸碱适度，是中国优质藜麦的黄

金产地。该县大力发展藜麦产业、种植

技术，已经实现了播种、除草、收割全程

机械化，种植面积达 10 万亩以上。可采

收、可观赏的藜麦种植拓宽了当地产业

发展新路，也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生态农

业的华丽蜕变。

高空瞰田 岁稔年丰—

卫星“眼”中的陇原大地美如画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张燕茹
通讯员 王亚虎 王瑞雯

水，关系着西北地区的粮食安全、生态安

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如何做好节水增

效大文章？在我省河西走廊的疏勒河流域，一

场节水革命仍在持续进行。

为保障大田滴灌高效运行，省疏勒河流

域水资源利用中心花海灌溉管理所按照“总

量控制、定额管理”原则，详细制定灌溉计划，

根据种植面积确定用水时间，通过“一户盯一

户、下户盯上户”的方式，尽量缩短灌水轮期，

降低灌水定额，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不仅确

保了农作物生长所需的水分和营养，还实现

了水资源高效利用。

在玉门市柳湖镇，水资源灌溉的田野，今

年硕果累累。小康村村民郑发江种植的大田

制种生菜今年实现了丰收，他利用机械收获了

生菜种子。“以前大水漫灌，费时费水，现在分

时到户，上家盯下家，用时大大缩短，大家都配

合得非常好，不但用水量少，而且用水效率大

幅度提高。”郑发江说。

“以前没有实行分时到户，浇水要 30 到 31

天，实行分时到户以后，轮次缩短为 18 到 22

天，村民矛盾减少了，农作物产量也提高了。”

柳湖镇小康村用水协会会长李永文介绍。

水利兴，则农业兴；水利旺，则五谷丰。智

慧水利建设是实现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路径之一。

省疏勒河水资源中心大力发展新质生产

力，加快推进数字孪生流域建设，通过数字孪生

技术的应用，实现水资源的精准调度和高效利

用，提高了灌区节水成效。如今，疏勒河灌区正

趁着智慧水利的“春风”，实现节水增效双赢。

甘肃农垦饮马农场是全省粮、棉、油的主产

地之一，省疏勒河中心通过数字孪生模型进行

放水预演，精准地计算出灌溉需水量，实现精准

供水，计划用水率达 95%以上。依托南干渠数

字孪生示范区推广辐射作用，饮马农场推进高

效节水智慧农业示范区及高标准农田建设，采

用高效节水“膜下滴灌”和“水肥一体化”技术灌

溉，取得了“一滴水”都不浪费的良好效果。

“我们在田间实施了出水桩的改造，原来

的机械阀需要手动去扳，耗时耗力，如今改造

成机械脉冲式电磁阀，通过手机 APP 就可以

打开，并对泵房进行智能化升级改造，实现了

实时调控浇水量，1 亩地用水量从原来的 850

立方米，减至目前的 250 立方米。”甘肃农垦饮

马农场水电公司技术员姜安宗介绍。

饮马农场副经理赵富强说：“饮马农场在

疏勒河中心支持下，建成高效节水面积 7.5 万

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 6.9 万亩，高效节水对

农场发展节水农业效果非常显著，比过去河水

漫灌节水率平均达到了 70%，今年的春小麦增

产幅度达 18%，1 亩地节本增效 300 元。”

在省疏勒河中心昌马数字孪生灌区信息

中心，工作人员正全神贯注地坐在电脑前，通

过智慧水利平台，对灌区主干输水渠道进行实

时监控。“我们在南干渠建成了 500 亩数字孪

生灌区示范区，实现了工程管理智能化、闸门

控制自动化、田间用水精准化、灌溉过程可视

化以及整个灌区的用水透明化。”省疏勒河水

资源中心昌马灌区管理处南干渠灌溉管理所

职工张海涛说。

利用互联网平台智慧化、精细化、数字化

特点，省疏勒河水资源中心开发推广“疏勒河

智慧水利在线服务”微信小程序，灌区群众可

随时随地查询水量、缴存水费；大力实施水利

设施建设，综合运用工程节水和非工程节水措

施，实现水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

疏勒河中心干部职工通过集中宣传、进村

入户、深入田间地头等，向广大村民积极宣传

讲解水资源保护的重要性和农业节水措施，引

导群众科学用水、节约用水，切实走出了一条

高效农业节水灌溉之路。

“近年来，中心坚持落实节水优先方针，依

托数字孪生平台，以南干渠数字孪生示范区为

核心，辐射带动灌区 50 万亩高标准农田进行

精准灌溉，通过优化水资源配置，落实总量控

制、定额管理，干播湿出、薄浇浅灌等节水措

施，积极推进节水控水，今年疏勒河灌区累计

节水 2500 万立方米。”省疏勒河中心运行调度

处处长郭刚说。

——省疏勒河流域水资源利用中心发展高效节水灌溉

建设数字孪生流域 管好农业“水龙头”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徐俊勇
通讯员 朱登敬

“千万不能让野生动物流向餐桌，野生动物未经

检疫，很有可能携带病毒和细菌，食用极易引发各类

疾病……”嘉峪关市公安局环侦分局民警在对辖区

餐饮行业检查时，反复向经营者叮嘱道。

为 全 面 禁 止 非 法 野 生 动 物 交 易 、革 除 滥 食

野 生 动 物 陋 习 、切 实 保 障 人 民 群 众 生 命 健 康 安

全 ，嘉 峪 关 公 安 坚 持 巡 护 、打 击 、救 助 、宣 传 并

重 ，多 措 并 举 、多 点 发 力 ，持 续 加 大 对 野 生 动 物

的 保 护 力 度 。

“公安部门通过与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生态环

境、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配合，定期对辖区餐饮行

业、寄递物流业、农贸市场等开展集中清查和检查行

动，重点检查是否存在非法收售野生动物及加工野

生动物产品行为，严把市场准入关，杜绝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进入市场销售。”嘉峪关市公安局环侦分局局

长吴晓军介绍，今年以来，全市开展“突击式”“地毯

式”联合检查 15 次，检查自然保护区、农贸市场、餐

饮、车站、物流场所等 61 处，联合整治 6 次，排查整

改各类安全隐患 31 处，从源头上防范涉野生动植物

违法犯罪行为。

针对网上交易平台具有隐蔽、灵活、分散等特

征，公安部门创新利用大数据平台建立案件研判模

型，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国家“三有”动物

名单等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涉及的细分动物名

称进行汇总，通过 AI 检索工具扩充别名、图名，形成

野生动物监测完整名单，常态化落实网上不间断巡

查工作机制。

“通过日常巡查，我们在网上发现了一条本市

居民买卖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线索……”办案民警

杨文强告诉记者，针对此线索，办案单位围绕“捕、

养、售、运、食”五个环节，深挖“野生动物黑色交易

链”，今年 8 月成功摧毁一条跨省、市非法猎捕、收

购、运输、出售野生动物的犯罪网络，抓获犯罪嫌疑

人 8 名，救助并放生 20 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蒙古

百灵鸟。

“喂，是派出所吗？六岔路口这里有一只长得

像‘皮卡丘’的耗子，可能是野生动物，请你们来查

看一下。”接到居民报警电话后，嘉峪关市公安局五

一路派出所及时出警，救助了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长耳跳鼠。

今 年 以 来 ，嘉 峪 关 市 公 安 局 依 托“ 世 界 野 生

动 植 物 日 ”“ 爱 鸟 周 ”“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宣 传 月 ”等

主 题 活 动 ，全 方 位 开 展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宣 传 ，增 强

了 群 众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资 源 和 维 护 生 态 系 统 安 全

的 积 极 性 。 截 至 目 前 ，已 累 计 开 展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宣 传 活 动 15 次 ，现 场 普 法 9 场 ，发 放 宣 传 资 料

6000 余 份 。

嘉 峪 关 公 安 严 打
涉野生动物违法犯罪

本报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王思璇）近

日，甘肃尕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

工作人员在巡护时，首次拍到国家一级保护野

生动物荒漠猫。荒漠猫体格健硕，憨态可掬，但

眼神犀利，嘴里叼着一只肥硕的中华鼢鼠，不时

地回头观望，十分警惕地凝视着巡护人员，而后

迅速消失在山峦之间。据悉，荒漠猫不喜欢在

捕食的第一现场进食，成功捕获猎物后，它会将

猎物带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进食。

荒漠猫是我国特有的猫科动物，它与家猫

最大的区别是耳朵尖有一撮 2 厘米长的棕色笔

毛，耳内的毛又长又密。荒漠猫的毛色为棕灰

色或沙黄色，背部有一条深色的中线，尾巴长有

环状黑斑，尾尖呈黑色。在漫长的物种演化过

程中，荒漠猫长出了浓密的毛发用来御寒，它喜

欢栖身在海拔 2500 米至 5000 米的高山草甸，

几乎不会到低海拔地区活动。由于种群数量稀

少，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濒危物种。

近年来，尕海则岔管护中心不断加大森林

草原资源保护力度，促进森林草原生态环境日

益改善，积极推进林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为保护区野生动物的繁衍栖息提供了良

好的生存空间。目前，保护区内生物多样性保

护显成效，雪豹、梅花鹿、狼等野生动物种类和

数量稳步增长。

荒漠猫首现尕海则岔保护区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徐俊勇
通讯员 杨会萍 杨晓梅

在酒泉市阿克塞县境内，当清晨第一缕阳

光洒落大地，一群生态护林员们开启了平凡而

忙碌的一天，他们身着工作服，携带巡护工具， 在茫茫戈壁中开展巡护工作。

他 们 扎 根 荒 漠 、默 默 奉 献 ，每 天 穿 梭 于

戈 壁 荒 漠 ，时 刻 关 注 动 植 物 动 态 ，将 工 作 当

成 事 业 去 热 爱 ，以 实 际 行 动 守 护 着 荒 漠 戈

壁生物的安全。他们就是甘肃安南坝野

骆 驼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管 护 中 心 的 生

态护林员。

护林员带班班长屈峰峰坚守近十

年，他熟悉保护区的每条小路、每座山

头 ，对 这 里 的 一 沙 一 石 饱 含 深 情 ，他

说 ：“ 这 片 荒 漠 戈 壁 就 是 我 的 家 ，我 要

守护好它。”

在巡护中，当护林员发现保护站防

护林一处引水管线破损，他们连忙抢修更

换，并仔细检查每一处管线。屈峰峰说，保

护站的防护林是保护区内一片特殊绿洲，水

资源珍贵，大家都十分珍爱。以前这里只有茫

茫 荒 滩 ，三 天 两 头 刮 风 ，沙 尘 瞬 间 扬 起 。 自

2014 年起，每到春季植树期，管护中心从 300

公里外的驻地县运来胡杨、新疆杨、白杨、沙枣

等树苗栽植，虽然气候恶劣，树苗成活率低，但

护林员不气馁，一次次尝试，让小树苗在戈壁

滩上扎下根。

护林员穿梭在巡护路上，身影在茫茫戈

壁显得格外渺小。他们小心前行，观察植被

生 长 情 况 ，记 录 珍 稀 植 物 位 置 ，留 意 野 生 动

物脚印。

“ 记 得 在 一 次 巡 护 途 中 ，我 们 发 现 了

一 只 情 况 异 常 的 野 骆 驼 。 远 远 望 去 ，它 行

动 迟 缓 ，大 伙 立 刻 提 高 警 惕 ，小 心 翼 翼 地

靠 近 ，经 过 仔 细 观 察 ，发 现 这 只 野 骆 驼 的

腿 部 受 伤 ，伤 口 处 还 沾 有 泥 沙 ，若 不 及 时

处 理 ，很 可 能 引 发 严 重 感 染 。”屈 峰 峰 回

忆 ，大 家 迅 速 通 过 对 讲 机 联 系 保 护 区 的 救

援 团 队 ，详 细 报 告 了 野 骆 驼 的 位 置 和 伤 势

情 况 。 救 援 团 队 赶 到 现 场 后 ，护 林 员 们 协

助 救 援 团 队 将 野 骆 驼 小 心 翼 翼 地 搬 运 到

运 输 车 上 ，随 后 一 同 前 往 冬 格 列 克 野 生 动

物 救 护 中 心 开 展 救 助 。 经 过 一 段 时 间 治

疗 和 护 理 ，野 骆 驼 的 伤 势 好 转 后 ，被 放 归

大 自 然 。

巡护途中，护林员来到黄羊沟野生动物饮

水池边，眼前的景象让大伙皱起了眉头，只见

引水管被风吹倒在一旁，原本清澈的引水池管

口被沙土填满。

“ 大 伙 放 下 背 包 ，把 水 管 接 好 。”在 屈 峰

峰 的 指 挥 下 ，护 林 员 们 立 刻 行 动 ，用 肩 扛 ，

用 手 推 ，终 于 把 引 水 管 拉 到 了 接 口 处 ，然 后

用 手 一 点 一 点 将 沙 土 从 管 口 抠 挖 出 来 。 看

到 水 管 畅 通 后 ，护 林 员 哈 孜 太 即 兴 跳 舞 为

胜 利 增 添 乐 趣 ，哈 孜 太 说 ：“ 我 们 的 工 作 很

普 通 ，但 意 义 重 大 ，我 要 坚 守 好 岗 位 ，守 护

好沙漠生灵。”

护林员们是戈壁荒漠中最美的风景。多

年来，他们怀揣对大自然的热爱与保护生态的

执着，负重前行，接续奋斗，默默谱写着新时代

的林草故事。

安 南 坝 的“ 生 态 卫 士 ”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徐俊勇

通讯员金敏艳 岩吉斌）近日，甘肃祁连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祁丰自然保护站工作人员在开

展常规巡护途中，惊喜地邂逅了国家一级保护

野生动物藏野驴，并成功拍摄到了它们的活动

画面。

此次拍摄到的藏野驴群共有 10 头，它们刚

刚觅食归来，时而悠然漫步，时而欢快奔跑在

广袤的大草原上，展现出勃勃生机。它们外形

似骡，体形和蹄子都较家驴大许多，显得特别

矫健雄伟，因此人们常常把它们叫作“野马”。

近 年 来 ，随 着 甘 肃 祁 连 山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生 态 保 护 力 度 持 续 加 大 ，藏 野 驴 生 存 环

境不断改善。藏野驴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

生 动 物 ，青 藏 高 原 特 有 物 种 ，栖 居 于 海 拔

3600 米 至 5400 米 的 地 带 ，全 身 被 毛 以 红 棕

色为主，耳尖、背部脊线、鬃毛、尾部末端被毛

颜色深，吻端上方、颈下、胸部、腹部、四肢等

处 被 毛 污 白 色 ，与 躯 干 两 侧 颜 色 界 线 分 明 。

它们过着群居生活，对寒冷、日晒和风雪均具

有 极 强 的 耐 受 力 ，有 着 强 健 的 体 魄 和 顽 强 的

生命力。

藏野驴现身祁连山保护区

护林员维修动物饮水池。

甘肃安南坝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护中心供图

饮马农场青贮玉米基地。 省疏勒河流域水资源利用中心供图

卫星拍摄的山丹马场高清图片。

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甘肃数据与应用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