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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公保安加

去年底，产自海东市乐都
区的彩椒首次“北上”出口俄
罗斯，至此，海东市农特产品
在实现供港澳蔬菜“南下”后，
又添了一条新的“输出”路径。

作为这批“北上”彩椒的
主要生产地，位于乐都区洪水
镇姜湾村的乐都高原绿色蔬
菜育苗基地工作人员，从上到
下都凝聚着极强的精气神。
虽然基地建成时间不长，却承
载着以乐都长辣椒为主的各
类蔬菜种质资源保护、良种繁
育、工厂化育苗以及推广新技
术、新工艺的使命。

作为全省的“菜篮子”“粮
仓”，海东市在打造“全国优质
生态产品供给区”的路上，从选
品、制种、管护到上市，始终把
绿色有机理念融入农畜产品产
业发展全过程，擦亮品牌底色，
获得省内外市场普遍认可。

农业“玩”出新“花样”，农村展现新面
貌，农民开启新生活……行走在海东市田
间地头，农业产业发展正在突出大规模、
高品质、新特色的优势，“名、优、特、新”农
产品从河湟谷地丰沃的土地启程，一路强
势挺进国内外市场，挣“外汇”。

这些年来，直面农业现代化发展下的
倒逼态势，海东市以“打造绿色有机农畜
产品输出地”为契机，将传统农业小块农
田升级改造成一个个大规模生产的现代
化农业基地。

以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查汗都斯乡的
“黄河彩篮”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为例，这
里是全省设施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装
备试验、示范、推广的样板。投运至今，这
个园区以政府指导、企业运营、种植户负
责具体生产、农户参与的新模式成为海东
市现代农业蓬勃发展的缩影。

在海东，这种新型种植模式让经营主
体经历了从“散”到“聚”的一次大变革，从
而让越来越多的农户参与到蔬菜种植产
业中，市场更加稳固，收益更加可观，内生
动力更加充沛，“小蔬菜”成为农户增收致
富“大产业”。

窥一斑而知全豹。放眼全省，东部油
菜、马铃薯、蔬菜，青南牦牛，环湖藏羊、青
稞，柴达木枸杞，沿黄冷水鱼等各类特色
农畜产品优势区已初具规模，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带动小农户发展的新模式正在变
成时代“潮流”，基地化生产、规模化发展、
集约化经营的新模式下，“青货出青”路径
正在变得更加宽阔、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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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当下，河湟谷地自然禀赋、气

候特点和资源优势日益显现。

基于独有的环境、区位和资源优势，近年来海东市进

一步优化川、浅、脑山三大区域特色布局，突出“高原、绿

色、富硒、有机”特色，做大做强杂交油菜、蔬菜、冷水鱼等

十大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大幅度增强了区域农产品影响

力。

巧用区域内独有的农业资源，开发培育“名、优、特、

新”产品……多年的俯身躬耕中，海东市农业发展新特色

逐渐变得明朗。

说起海东特色农产品，“富硒农产品”总是一个绕不开

的话题。早在十余年前，海东大地上便已探明大片的富硒

土壤资源，这是继湖北恩施、江西丰城等地之后，又一极为

稀有的富硒土壤集中区。如今，由此开发的特色“富硒产

业”已成为打开当地群众致富路的“金钥匙”。

走进海东市平安区三合镇寺台村的富硒食用菌种植

基地，集中连片的大棚颇为壮观。每到采收季，一垄垄由

木屑、麦秆铺成的菌床上，鲜嫩的香菇探出脑袋，犹如一把

把小伞，阵阵菌香扑鼻而来。

三合镇寺台村土地肥沃、温度适宜，灌溉方便，适宜食

用菌生长。2020 年，三合镇 7 家合作社整合资源优势联合

成立富硒食用菌种植基地，利用国家税务总局 220 万元帮

扶资金搭建了 105 座钢架结构的温棚，引进赤松菌、香菇

等品种，通过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引导农户种植，用

富硒资源优势，“闯”出了农业新特色，为海东农业品牌发

展增色添彩。

突出“绿特”，2023年海东市积极谋划省市共建高原特

色种业基地，拟定了《青海省农业农村厅 海东市人民政府

共同打造高原特色种业行动方案》，推进高原种业“北繁”

基地建设，平安区被认定为国家油菜“夏繁”基地，完成了

《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油菜夏繁基地发展规划》（2023-
2025 年）、《平安区 2023 年制种大县奖励政策实施方案》的

编制。

时至今日，海东市已建立特色制繁种基地约 1.33 万公

顷（20 万亩），各类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 95%以上，其中小

麦 90%以上，马铃薯、杂交油菜基本实现良种全覆盖。

以乐都区洪水镇姜湾村的乐都高原绿色蔬菜育苗基

地为例，去年 11 月中旬，该基地生产的 20 吨彩椒实现出

口，运往俄罗斯。虽然该基地建成时间不长，却承载着以

乐都长辣椒为主的各类蔬菜种质资源保护、良种繁育、工

厂化育苗以及推广新技术、新工艺的使命。

突出特色，
擦亮农业发展新成色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人

们对食品安全及其健康的需求越来越高，对于农产品的选

择也随之变得更加“讲究”甚至“挑剔”。

顺应市场，着眼高品质，海东市倾力打造“绿色有机农

畜产品输出地”，做绿色循环“大文章”，着力发展生态农

业。

“飞碟瓜、羽衣甘蓝、金皮西葫芦……”如今，互助县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频频“出圈”。因品质优良、绿色无公

害，这些带着“七彩农业”标签的蔬菜以订单形式远销上

海、四川、粤港澳大湾区等地，深受消费者青睐。

作为全省的“菜篮子”“粮仓”，在打造“全国优质生态

产品供给区”的路上，从选品、制种、管护直到上市，海东市

始终把绿色有机理念融入农畜产品产业发展全过程，擦亮

品牌底色，获得省内外市场普遍认可，甚至走出国门，将本

土农畜产品远销欧洲市场。

为了保证农产品高品质，2023年海东市实施化肥农药

减量增效 6.72 万公顷，推广全膜覆盖栽培技术，开展农作

物重大病虫害统防统治和农区鼠害监测与防控，全市化肥

和农药使用量较行动前分别减少 25%和 20%以上，秸秆综

合利用率、农田残膜回收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分别

达到 90%、90%、84％以上。

“海东立足优良的生态环境，走生产无害化、产品绿色

化、资源循环化、环境清洁化、功能多元化、产业规模化的

高原生态绿色发展之路，把产地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正

在着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谈及农业品质化

发展，海东市农业农村局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郑惠普

说。

突出品质，
绿色有机产品出省门

在农业现代化发展新态势中，大规模集约化生产方

式，以其高度标准化、商业化等优势逐步显现出较之“小而

散”的传统农业更加强劲的竞争力。

时值初春，行走在位于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查汗都

斯乡的“黄河彩篮”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庆丰路、产业路、富

民路……一条条名称里饱含美好憧憬的宽阔道路串连着四

周578栋蔬果温棚，从高空俯瞰，偌大的基地里，一栋栋温棚

就像大海远航的“舰队”，整齐划一地排列在丰沃的河湾里。

“黄河彩篮”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是全省设施农业新

品种、新技术、新装备试验、示范、推广的样板园，也是国家

发改委、农业农村部等七部委批准的首批国家农村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园创建单位以及海东市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园。

如今，“黄河彩篮”产业园以其大规模、标准化、高效率

的生产特点，以政府指导、企业运营、种植户负责具体生

产、农户参与的新模式成为海东市现代农业蓬勃发展的一

个缩影。

面对新的发展态势，海东市借助全省“打造绿色有机

农畜产品输出地”的契机，聚焦产业发展，着力推进输出地

建设，在传统农业小块农田上构建起一个个大规模生产的

现代化农业基地。

2022年，海东市确立“在全省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输出地’中走在前作表率”的具体目标，重点推进万亩菜薹

供港蔬菜基地、10 万亩杂交油菜马铃薯制种基地、10 万头

只牦牛藏羊“西繁东育”基地为主的“三大基地”建设。

随着“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一步步深入，在

巩固提升“三大基地”建设成果的基础上，2023 年，海东市

千吨高原冷水鱼养殖基地、万吨禽蛋生产基地、“高原冷凉

夏菜”基地和万吨高原食用菌生产基地逐一谋划推进。

与此同时，与寿光市开展人才和技术合作交流，推进

“寿光模式”蔬菜基地建设，在互助、乐都、化隆三县区建设

高标准日光节能温室 228栋。

以互助土族自治县为例，在消费需求和市场趋势的

“倒逼”中，顺势建起一批高标准蔬菜生产基地，选育推广

一批优质、高产、符合市场需求的“菜篮子”产品，将更多优

质蔬菜输送至粤港澳大湾区商超及市民餐桌。

目前，仅互助县已建成 1 处千万株工厂化育苗基地、2
个千亩设施基地、8 个百亩设施基地、3059 栋温棚，全县蔬

菜播种面积达 5020 公顷，年产蒜苗、长白葱、娃娃菜、菜薹

等各类蔬菜 17 万吨以上，外输 9 万余吨，产值以及群众收

入也随着这种现代化、大规模生产发展而“水涨船高”。

突出规模，
开辟农业发展新天地

海东，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是青
海高原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早在
4000年前，先民就在这里留下了农耕文
明的痕迹。

基于特殊地理和气候禀赋，海东市
成为青海省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和果蔬
供应基地，引领着全省农业的发展方
向，粮、油、菜、禽蛋、果品等主要农畜产
品产量占据全省“半壁江山”。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
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
和视察青海时，两次提出青海要打造绿
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重大要求，对
青海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农业农村工
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赋予了新内涵，提
供了新遵循，擘画了新蓝图。海东市作
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
主战场，以大规模、高品质、新特色的突
出优势，从河湟谷地丰沃的土地上启
程，一路强势挺进国内外市场，在农业
产业发展中闯出一片新天地。

——海东市高质量发展一线观察之三

本报记者 公保安加 张多钧 三盘俄日

让优质农产品走出省门闯天地让优质农产品走出省门闯天地

视点

↑高原冷凉蔬菜栽种。

←冷库内分拣菜薹的妇女。

→冷凉蔬菜脱水加工处理。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 张多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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