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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太子山白雪皑皑，山峦迤逦；近处，倒

流河水流潺潺，林草丰茂。环山绕水间，一个小

山村坐落其中，一块块庄稼地在冬日里稍事歇

息，冬小麦、冬油菜在积雪遮掩中露出翠色，蜿

蜒的柏油路延展到农户门口，红瓦白墙的民居

整齐排列，家家户户门前晾晒着药材，散发着一

缕缕清香。

这里，就是康乐县景古镇温家河村，因地处

杨家河上游，气候温和，群众多沿河而居，故得名

为温家河，毗邻太子山紫沟峡保护区，处于洮河

主要支流倒流河的源头。康乐县充分挖掘当地

生态旅游资源优势，编制村庄规划，完善基础设

施，发展特色产业，实施文旅项目，将温家河村打

造成美丽的“花溪谷”。

乡村美：十里青山 一溪流水

从无人机高空俯瞰，温家河村地处太子山

麓，周围山水林田草等自然资源丰富，生态良好、

风景优美，道路、村舍、学校等规划整齐。走入村

内，道路干净整洁，药材码放整齐，金灿灿的玉米

棒子装满圆形铁笼子，民居墙体上描绘着色彩艳

丽的民俗画，乡土气息浓郁。

“我们村与太子山自然保护区相连，村两委通

过快手、微信、抖音等广泛宣传，村干部每月通过

入户走访、微信网格群等方式，呼吁大家保护自然

生态，让群众积极参与到乡村建设和生态保护中，

村里的水系、林木及整体风貌都得到了有效保

护。”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殷春海介绍。

该村在中建集团帮助下，2021 年完成村庄

规划，并于 2022 年开始打造“十里青山、一溪流

水”的“花溪谷”。在省州县镇支持下，累计投资

1756 万元，群众自筹资金达 300 多万元，铺设柏

油路，修建过水边沟，建设停车场，安装太阳能路

灯，改造破旧屋顶，改建卫生厕所、洗澡间，安装

太阳能热水器等，入户道路硬化率、自来水普及

率、农户通电率、通信网络覆盖率等达 100%。

同时积极推进旅游项目建设，争取投资 5400

万元实施康乐县旅游大通道一级驿站二期项目，

打造“花溪谷”景区，包括十里花溪漫道、温家河游

客服务中心、云上梯田度假村、乡村康养社区、太

子山植物科普园、打门村形象入口等，一幅山清水

秀、休闲康养的美丽乡村图景展露新姿。

群众积极植树造林，种植云杉、杏树、连翘等

2 万棵，房前屋后栽种刺玫瑰、波斯菊、万寿菊等

20 亩，改院改墙、创建美丽庭院，收集玉米秸秆，

捡拾废旧农膜，打扫清理草垛，拆除破旧杂物房

圈舍和残垣断壁，及时清运垃圾，治理生活污水，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乡村富：药材兴旺 菌菇飘香

“嗒嗒嗒——”随着中药材揉搓机的隆鸣声，

但见村民们将一束束“身材弯曲”的中药材放入

揉搓机入口，经过机械揉搓后，变成了“身材端

直”的中药材。

中 药 材 大 户 何 林 忠 ，雇 用 了 五 六 个 村 民

进 行 中 药 材 粗 加 工 ，他 们 将 一 捆 捆 中 药 材 在

揉搓机粗加工后，收拢、用铁丝拧紧、捆结实，

一 码 码 整 齐 堆 放 ，准 备 拉 运 到 岷 县 、陇 西 等 中

药材市场销售。

“别小看这‘土疙瘩’，是乡亲们致富的‘金

疙瘩’。”何林忠说，他种植中药材五六年了，今

年流转了 70 亩土地，种植当归、党参、黄芪、柴

胡、羌活等中药材。山里阴湿、天气凉爽，病虫

害少，药材品质好，1 亩地产量 700 多公斤，去

年总收入近 50 万元，其中给常年雇佣的 15 人

支付工资 10 多万元。

手 脚 麻 利 干 活 的 村 民 王 永 珍 说 ，“ 一 天 挣

100 元，最近干了 20 多天，能挣近 3000 元。在

家门口务工，方便照顾老人和小孩。”

康 乐 县 积 极 扶 持 温 家 河 村 发 展 中 药 材 产

业，今年全村 127 户中药材种植户申请农业产

业 奖 补 854 亩 ，落 实 奖 补 资 金 28.17 万 元 ；6 户

中 药 材 育 苗 户 申 请 奖 补 8.5 亩 ，落 实 奖 补 资 金

2.55 万 元 。 村 里 的 党 员 李 永 平 ，带 领 30 多 名

群众种植中药材，并创建了中药材农民专业合

作社和中药材加工厂，带动全村今年种植中药

材 1000 多亩。

村口还矗立着一座座食用菌棚，全村建成

80 座大棚发展食用菌，今年种植香菇 47 万棒、平

菇 12 万棒，预计产量 300 万斤、产值 1000 万元，

吸纳附近群众 60 人务工。同时养牛 125 头、羊

453 只，夯实了产业基础。

温 家 河 村 不 断 优 化 产 业 结 构 ，利 用“ 花

溪 谷 ”乡 村 旅 游 ，开 设 农 家 乐 ，逐 渐 形 成 以

乡 村 旅 游 为 主 导 ，带 动 中 药 材 、食 用 菌 、特

色 养 殖 等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的 新 路 子 ，拓 宽 群 众

增 收 渠 道 。

乡村新：低碳校园 绿色种子

青山绿水间，一座造型别致、美观大气的学

校拔地而起，这是中海集团于 2021 年捐建的中

国海外温家河希望小学。优美的校园、崭新的教

室、丰富的功能室、精巧的幼儿园、明亮的餐厅，

托起了村里娃的梦想。

这所小学在中海宏洋公司的帮助下，从用能

优化及能源节约、校园低碳运行、低碳课程开发、

低碳教育基地打造、碳中和认证等五大方面，通

过清洁能源利用、节水系统、电气化食堂、低碳文

化宣传等措施，打造低碳校园，于今年 9 月获国

内首家碳中和小学认证。

“在清洁能源方面，学校幼儿园和食堂屋顶

安装了太阳能光伏板，转化为清洁能源电能，供

学校照明、食堂做饭、冬季取暖等方面的用电，

食堂从燃气炉升级为电气炉灶，学校从购电变

成了自主发电储电用电。”温家河小学校长包占

忠介绍，学校的普通水龙头升级为高级节水器

具，从人工抄表升级为能耗监测系统实时监控，

学校水电运营成本大幅降低。

步入学校食堂，温暖如春，干净的地板下是

电地暖供热。厨师边准备午餐边说，“今天中午

做的是臊子面，我们每周都有食谱，周一、周三、

周五是面食，家常臊子面、炸酱面、卤面等，周二、

周四是炒菜和米饭。”

“我们是山区，有的孩子上学距家远，有的

家长在地里干农活顾不上做午饭，学校有了食

堂，让孩子们吃口热饭，特别受村民们欢迎。专

门成立了家委会监管食堂资金，协助购买米面

油和蔬菜。”康乐县教育局干部、温家河村驻村

队长王小军说。

尽 管 地 处 乡 村 ，但“ 光 盘 行 动 ”“ 垃 圾 分

类 ”“ 清 洁 能 源 ”等 低 碳 热 词 被 这 所 小 学 的 学

生 们 津 津 乐 道 。 校 园 、教 室 、食 堂 等 低 碳 宣 传

标 语 遍 布 。 学 校 专 门 开 设 低 碳 课 程 ，结 合 家

庭、校园、社会三个场景，讲授全球气候变化、

碳 排 放 、垃 圾 合 理 分 类 等 知 识 ，通 过 图 画 故

事 、实 践 操 作 、角 色 扮 演 等 ，加 深 学 生 们 低 碳

认 识 ，激 励 他 们 光 盘 行 动 、杜 绝 浪 费 、制 作 手

摇 发 电 机 、废 物 利 用 、清 扫 垃 圾 等 ，养 成 良 好

的低碳生活习惯。

“ 播 撒 绿 色 种 子 ”，已 成 为 校 园 、家 长 和 村

民们的共识，引领温家河村走向绿色低碳的美

好未来。

——康乐县景古镇温家河村建设和美乡村掠影康乐县景古镇温家河村建设和美乡村掠影

古村落换新颜古村落换新颜 花溪谷展新姿花溪谷展新姿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思璇

百里环江，千年古城。群山怀抱中

的环县村庄在冬日显得格外静谧，只有

不绝于耳的“咩咩”声。

饲草料垛码放整齐、羊圈干净整洁、

母羊膘肥体壮、羊羔活蹦乱跳……今年

是稳产保供任务“舍饲肉羊高产高效技

术集成研究与示范”项目在环县实施的

第六年，以曲子镇西沟村为集成示范基

地，辐射带动全县 20个乡镇。

专家现场把脉，团队协同攻关，借助

精准营养、胚胎移植、基因组选择等技

术，环县在传统产业里找到了新赛道，逐

渐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生产的种羊繁育

技术体系，培育出生长快、肉质好、抗病

能力强且多产的高代杂交羊新品种。

推广新饲料“羊方便面”

环县素来有种草养羊的传统。进入曲子

镇西沟村，空气中弥漫着一阵阵淡淡的饲料香

味，紫花苜蓿随处可见；在“全日粮”饲料加工

厂，只需将电源按下，新上线的全自动化颗粒

饲料加工机械便开始运转起来。

然而在六年前，这里的情况可不是这样，

“羊群圈舍不标准、家里有啥就给羊喂啥、品种

不同大小不一的羊混在一起饲养。”这是项目

负责人牛春娥来到环县曲子镇西沟村调研和

指导羊产业发展时，发现的第一个问题。

“ 祖 祖 辈 辈 都 养 羊 ，不 需 要 什 么 科 学 技

术。”2018 年，项目团队刚进村时，村民们心里

十分排斥。西沟村村支书刘小兵一家自告奋

勇，率先开展试点。

改 圈 舍 、测 草 料 、调 配 方 、引 良 种 、整 羊

群 ……3 个月后，刘小兵家原本泥泞简陋的圈

舍焕然一新，羊群整齐划一，杂乱的草料库也

变得井井有条。半年后，羊圈里的羔羊明显增

多，发病、死亡的羊显著减少。

先做给老乡看，再带着老乡干。慢慢地，

愿意接受技术帮扶的养殖户越来越多。

“在技术示范和推广过程中，我们发现村

民养羊最大的瓶颈是饲草料原料存储质量、肉

羊日粮营养配制和饲草料加工方法的问题。”

牛春娥那时别提有多心急。经过全方位的调

研和多方研讨后，她便着手准备在西沟村集成

推广“肉羊全混合发酵日粮（TMF）技术”，让全

村的养羊人实现“傻瓜式”饲喂。

“傻瓜式”饲喂？这一概念提出来后，大家

都心存质疑。但有前期示范的效果背书，部分

村民加入了试一试的行列。

根据当地实际调配方、改工艺，项目团队

花了近 3 个月时间，第一批怀孕前期（TMF1）

和怀孕后期（TMF2）母羊全混合发酵日粮加工

完成。经过权威机构检测，质量安全指标全部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经过两个月的试喂

后，试验羊毛色光亮、体格健壮。

团 队 制 定 好 饲 喂 说 明 ，村 民 每 天 按 照 说

明，开袋即喂，再也不用粉草粉料，不用配料拌

料。原来繁杂的饲养过程变得简单轻松，而且

营养全面均衡。由于喂养方便，村民还给料包

起了个形象的称呼——“羊方便面”。

据悉，目前全村的全混合发酵日粮每天生

产 18 吨左右，年加工生产 1500 吨，270 个养殖

场户饲喂时使用；全价颗粒料每天生产 10吨，比

起市场上销售的成品，1吨能节约 1000元左右。

“今年，西沟村全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 万 元 ，其 中 来 自 于 草 羊 产 业 收 入 1.61 万

元。70%以上的在家农户养羊，70%以上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自于草羊业。”环县畜牧兽

医局靳善宁说。

培育新品种“中环肉羊”

环县老百姓多养殖湖羊，湖羊产羔性能优

异，一次可以生产两至三羔，但体型较瘦小。

提高出肉率和养殖效益，不仅是养殖户们最关

心的，也是这家肉羊制种基地这几年研究的育

种方向。

“如果以英国的南丘羊、澳大利亚的白萨

福克、杜泊羊和无角陶赛特羊作为父本，与湖

羊杂交，其后代在保留湖羊多胎特性的同时，

还可兼具父本产肉能力高、肉质好、生长速度

快的特性。”“选择产过羔、子宫状态和待羔状

态良好的湖羊作为母本，把产肉性能好的胚胎

移 植 到 湖 羊 体 内 ，产 出 产 肉 性 能 比 较 好 的 个

体。”在前往甘肃庆环肉羊制种有限公司的车

上，庆阳市农科院副院长徐振飞介绍。

沟壑纵横，梁峁起伏，车子沿着山城乡八

里铺村的路行驶着。从环县县城出发后约一

个小时，记者来到了甘肃庆环肉羊制种有限公

司。在育种羊舍，湖羊在这里安家落户、繁衍

子嗣。这座种羊车间相当于一个基因种子库，

将优质种羊送到合作社扩繁生产。

花园式的场区内，几十栋羊舍分两列整齐

排开。全息沙盘上，优质进口肉羊的生产性能

一目了然。戴好帽子、口罩，穿上白大褂，套上

鞋套，经过雾化消毒后，记者进入羊舍。

一拨又一拨、一舍又一舍，一只只憨态可

掬的羊羔披着白绒毛，耷拉着长耳朵，活蹦乱

跳，发出“咩咩”的叫声，夹道欢迎来客参观。

羊舍内的种羊根据不同生理阶段分棚，每

只羊的耳朵上都有一个小小的耳标。记者看

到，当携带耳标的羊只进入称重设备时，读卡

器开始读取耳标信息，识别个体信息，同时将

羊只的身份编号与体重信息显示在显示屏上。

“这里的每一只羊都有身份。”该公司副总

经理范武斌介绍，这个耳标等同于羊只的身份

证，通过它可以准确查询羊的出生年月、防疫

时间等信息。

料槽两侧围栏中央的通道宽敞顺畅，自动

撒料车一边行驶一边布料；羊栏里配有自动饮

水碗，口渴了，羊就将嘴巴伸进碗里，用鼻梁轻

轻顶住水龙头开关，水便汩汩而出；绿色的漏

粪板、机器清粪系统让偌大的羊舍干净整洁；

母子栏、保温箱和羔羊补饲栏等专利技术，让

小羊羔能得到更加精细高效的喂养。

羊舍内，技术人员正认真用 B 超检测母羊

怀胎的数量。“把母羊分为单羔群，双羔群，三

羔群等，分别给予不同的营养日粮，让羔羊在

体内得到充分生长发育。”范武斌说。

良种是肉羊产业提质的“芯片”，更是畜牧

业高质量发展的“源头”。

为提升育种质量，环县还专门建立了肉羊

种 质 创 新 中 心 ，通 过 科 技 手 段 ，培 育 优 质 肉

羊。“我们采用最新的基因组，选择育种、胚胎

移植、体细胞克隆、精原干细胞移植等技术，将

新技术、选种技术和繁殖技术合并，比传统的

育种周期缩短一半以上。”中国农科院兰州畜

牧与兽药研究所研究员岳耀敬说。

“ 对 照 育 种 技 术 路 线 可 以 看 出 ，‘ 中 环 肉

羊’新品种已完成，目前已经培育出中环肉羊

横交固定零世代基础群 526 只。”牛春娥说，“新

品种具有繁殖率高、生长发育快、肉用性能好、

饲料效率高的特点。”

“中环肉羊”新品种育成后将助力打破引

进品种对我国专门化肉羊品种的垄断，实现肉

羊科技自立自强和种源自主可控，保障我国肉

羊产业高质量健康发展和种业振兴。

建立科技养羊新模式

科技养羊效果到底如何？对群众来说，最

直观的一点就是要有“看得见的效益”。

“经过比对发现，同等饲养条件下，‘二元

杂 交 ’羔 羊 比 纯 种 繁 育 湖 羊 羔 羊 生 长 速 度 快

20%，每只饲养利润可以增加 180 元左右。‘三

级二元’杂交羔羊母羊平均受胎率和繁殖率提

高 20%，屠宰率提高 15%。”甘肃陇塬三羊牧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文斌告诉记者。

去 年 4 月 ，杨 文 斌 从 甘 肃 庆 环 肉 羊 制 种

有 限 公 司 购 买 了 130 只 肉 羊 种 公 羊 ，面 向 毛

井镇红土咀、大户掌、二条俭、黄寨柯等村养

殖 基 础 母 羊 在 30 只 以 上 且 有 意 愿 扩 大 养 殖

规 模 的 农 户 免 费 投 放 ，并 对 周 边 养 殖 户 进 行

不 定 期 的 养 殖 技 术 培 训 ，以 政 府 奖 补 政 策 收

购农户羔羊。

据 悉 ，农 户 繁 育 的 羔 羊 7 日 龄 补 饲 ，15

公 斤 断 奶 后 ，统 一 交 由 合 作 社 集 中 育 肥 ，合

作社按照羔羊育肥 5 月龄、达到 45 公斤同步

集 中 出 栏 ，联 合 社 负 责 对 接 屠 宰 场 ，统 一 出

售 合 作 社 的 育 肥 羊 ，按 照 同 标 同 质 同 价 ，实

现效益最大化。

“在肉羊‘直线育肥’技术方面，中国农业

科学院技术团队为公司提供了优质配方，建立

了自主生产线，每年能给我们节省 200 多万元

的开支。”杨文斌说。

“杂交羔羊成活率高、长速快、体型壮大，

还不易患病。”“同时出生的羔羊，用同样的饲

料喂养 4 个月，杂交羔羊能比纯种湖羊重 20 斤

左右。”说这话的人是曲子镇西沟村的“返乡创

业养殖户”白金凤，她正在自家的羊舍内忙着

给羊喂养饲草料。

2021 年，她与丈夫闫文文了解到县里对湖

羊养殖有政策扶持后，便关掉了在镇上开的餐

馆，回到了村里一门心思养羊。

“返乡养羊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慎重作出

的决定。”夫妻俩算了笔细账，发现返乡养羊收

入不低，生活费用则能节省不少。

“ 我 们 购 进 的 基 础 母 羊 每 只 补 贴 1000

多 元 ，盖 羊 棚 政 府 补 贴 了 4 万 元 、草 棚 补 助

了 7 万 元 ，投 放 一 只 种 公 羊 ，还 免 费 提 供 技

术 培 训 ，销 路 也 不 愁 。”现 在 靠 着 好 政 策 ，夫

妻 俩 养 羊 没 有 一 点 后 顾 之 忧 。 现 存 栏 基 础

母 羊 100 多 只 ，繁 活 的 陶 湖 羔 羊 、萨 湖 羔 羊

现 有 60 多 只 ，部 分 基 础 母 羊 还 在 怀 孕 期 ，小

羊长大后能达到出栏 200 多只。

“今年产羔量不错，一胎还能产 3 只或者 5

只，年收入 10 万以上肯定没问题。”闫文文告诉

记者。

截至目前，环县共建立 50 个“二元杂交”示

范点、8000 多户“二元杂交”示范户，重点推广

陶湖、萨湖、杜湖、南湖 4 个“二元杂交”组合。

2023 年底，全县羊只饲养量达到 369 万只，出

栏 191.6 万只，肉羊产业产值 60 亿元，全县养

羊 农 户 人 均 来 自 草 羊 产 业 的 收 入 突 破 8000

元，占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60%以上。

—环县“舍饲肉羊高产高效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项目观察

专家把脉有良方专家把脉有良方 科技助力羊产业科技助力羊产业

中海集团捐建的中国海外温家河希望小学。（资料图）本组图片均由温家河村委会提供

美丽安宁的温家河村。（资料图）

甘肃庆环肉羊制种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羊舍。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思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