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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的背后是湟源县打造绿色有机农畜

产品输出地的决心和毅力。

巴 燕 乡 上 浪 湾 村 地 处 脑 山 ，村 民 居 住 分

散，是一处天然的大牧场。2016 年 60 户 234 名

村民集中搬迁到了山腰处，其余的 80 多户群众

搬迁到全县各处，村里的 133.33 公顷耕地、360
公顷草场为发展饲草种植和牦牛养殖提供了

条件。

2019 年，巴燕乡整合全乡 7 个村的扶贫资

金共计 288 万元，在上浪湾村成立了牦牛养殖

场，一方面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另一方面为绿

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注入了活力。通

过这些年发展，村里的牦牛养殖场固定资产达

到了 600多万元。

“牦牛进购价高，饲草料价格高，出售价格

低，导致出现亏损。我们有政府的扶持，加上

几个村抱团发展，饲草自给自足，顺利渡过了

难关 。”上浪湾村党支部书记李万钧说 ，2021
年，在牦牛养殖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养殖场

实现了收支平衡。

其实，牦牛养殖市场不景气，不单单是饲

草价格过高。湟源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室主任

晁文菊说，除了饲草价格偏高，进口牛肉对本

土牦牛肉的冲击特别大，国外的牛生长周期

短，标准化程度高，价格还低，相比较，我们当

地牦牛量少、标准化程度低、生长周期长，这就

导致牦牛养殖市场不景气。

仔细分析，量少、标准化程度低、生长周期

长，看似劣势，恰恰是潜在的优势。青藏高原

独特的气候环境，是发展牦牛产业的亮点，正

如有些地方的广告宣传语——“我们的牦牛吃

的是冬虫夏草，喝的是昆仑山泉”，举一反三，

对于湟源县牦牛产业来说，一方面要不断扩大

品牌宣传力度，让湟源牦牛走精品化、高端化

的路线；另一方面要不断加大标准化饲草料种

植。饲草料种植作为牦牛养殖的上游产业，这

些年，湟源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建设草

种繁育生产基地、高标准饲草料生产基地，贯

通做大做强饲草育种、种植、加工、存储、流通、

销售整个产业链，提高饲草料的质量和效益。

晁文菊介绍，到 2026 年，湟源县要构建起

饲草联动的种养格局，充分利用撂荒地、弃耕

地、复耕地等土地，大力推广燕（黑）麦、饲用玉

米等饲草料品种，把湟源县打造为抗灾饲草料

种植基地，为环湖地区提供饲草保障。

其实，湟源县紧紧围绕农牧业精深加工，“十

二五”期间的定位是打造畜牧业富民强县，“十三

五”期间的定位是打造农畜产品加工强县，2022
年湟源县提出要创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先行样板县，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虽然每个时期看似目标定位不一样，但始

终都是围绕一个中心，那就是湟源县的主导产

业农牧业。

做强特色产业
——如今，湟源县已经形成了

胡萝卜、青蒜苗、中藏药材、荷兰豆、
马牙蚕豆、树莓为主的六大特色产
品，胡萝卜、青蒜苗通过国家地理标
志农产品认证，全省第一张食用农
产品合格证在湟源签发

马牙蚕豆是湟源县种子站和农牧推广中

心对农家品种采用筛选提纯而成，适宜在海拔

2500 米至 2900 米的川水及中位山旱地种植，是

湟源县特有的农产品，品种所有权属湟源县。

其特点是皮薄肉厚无虫蛀，籽粒饱满高蛋白，

形似马的牙齿，因此叫做马牙蚕豆。

3 月 18 日，走进青海湟水峡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包装车间，香辣的气味扑鼻而来，工人有

条不紊地包装着香辣味的马牙蚕豆。该公司

是湟源县惟一一家马牙蚕豆种植、加工、销售

为一体的企业。

公司总经理王生君介绍，公司目前加工的

马牙蚕豆有两大类，油炸类蚕豆生产线日处理

原料 1500 公斤，炒货类蚕豆生产线日处理原料

500 公斤，建成还未投入使用的蒸煮类蚕豆生

产线，日处理原料可达 2000公斤。

其实，对于王生君的企业而言，其发展历

程，正是湟源县特色产业走向绿色有机的缩

影。时间回到 2010 年，王生君从当地农户手中

收购马牙蚕豆，挑选分拣后出售到全国各地，甚

至出口到日本，低收高卖赚差价。随着蚕豆市

场行情持续走高，收购的马牙蚕豆已经满足不

了王生君的需求。2012 年 4 月，王生君流转耕

地，成立了湟源三峡种植专业合作社，自己种植

蚕豆，再收购一部分，出售马牙蚕豆原材料。

渐渐地，王生君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长

此下去，自己可能连一颗马牙蚕豆都收购不

到。“这些年做蚕豆生意，我发现好东西却卖不

上好价钱，青藏高原的农产品产量低，如果还

要贱卖或者只卖原材料，种植的农户会越来越

少，最后可能就没人再种植马牙蚕豆了。”王生

君解释说。

目前，油炸类蚕豆省外市场比较受欢迎，

炒货类蚕豆省内市场比较受欢迎。对于油炸

类蚕豆，王生君收到了很多顾客的反馈，一方

面是油炸类食品不健康，容易发胖，另一方面，

马牙蚕豆还未拿到绿色认证，这是很多顾客的

关注焦点。

今年，王生君的科研团队研发了蒸煮类蚕

豆，马牙蚕豆重新申请了绿色认证。未来还计划

推出马牙蚕豆豆角类产品，从蚕豆青豆角时采

摘，加工储存，通过冷链物流，让马牙蚕豆青豆角

原汁原味地走出田间地头，走向国内大市场。

其实，将马牙蚕豆打造成绿色有机特色农

产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难关要过。

湟源县耕地总量小，耕地类型丰富，既有

浅山的水浇地，还有脑山的旱地。马牙蚕豆种

植必需浅山水浇地，这是个两难的问题，既要

保障耕地“粮食化”，还要保证马牙蚕豆种植产

量，就需要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做强特色产业。

这些年，湟源县委县政府发挥引导作用，

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提

供优质蚕豆种子等措施，扶持特色产业发展，

在种植数量不变的情况下，马牙蚕豆产量和质

量有了显著的提升。

“从我们收购蚕豆的情况来看，明显的变

化是马牙蚕豆的品质越来越好了，收购价格也

越来越高了，去年每公斤收购价达到了 6 元多，

这也从另一方面增加了农户种植马牙蚕豆的

积极性。”王生君说。

这些年，湟源县成功获批全国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和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

行区，全国粮改饲发展草食畜牧业试点县、全

国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县等十个国家级试点

示范县，全省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整县推进

试点县和全省畜禽粪污资源化综合利用整县

推进试点县两个省级试点县。

国家级、省级试点县的推进，为湟源县马

牙蚕豆甚至是农牧业发展夯实了基础。湟源

县以胡萝卜、青蒜苗、中藏药材、荷兰豆、马牙

蚕豆、树莓等高原特色产业为重点，做强湟源

特色的区域公用品牌和绿色优质农产品品牌，

加大“西湟日月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广

力度，全面推动特色农产品优势优质、优质优

价。

做优服务产业
——湟源县围绕牦牛藏羊、青

稞蚕豆、胡萝卜、蒜苗等主导产业和
特色产业，推动农畜产品精深加工
全产业链和服务链集群建设，推动
农畜产品标准化、现代化、绿色化生
产

根据《湟源县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

设专项规划》，到 2026 年，湟源县肉牛存栏数达

到 10 万头、出栏数达到 8 万头、牛肉产量达到

1.2 万吨，年均增长 3%。藏羊存栏数保持在 41
万 只 、出 栏 数 36.8 万 只 、羊 肉 产 量 达 到 0.8 万

吨，年均增长 4%。

可以发现，到 2026 年，湟源县牦牛藏羊存

栏 将 达 到 50 多 万 头（只），出 栏 达 到 44 万 头

（只），这是一个不可小觑的数量，湟源县为何

会有如此底气？这得益于湟源县不断加大农

畜产品精深加工及产业集群建设。

青海众和肉食品有限公司是湟源县加大

农畜产品深加工产业集群建设的代表。该公

司 2013 年成立，是青海三江一力农业集团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从事牦牛藏羊的收购、

屠宰、加工、销售，具备完整的产业链。

公司办公室主任李生斌介绍，目前公司牛

羊屠宰完后，是鲜肉上市和初步加工。今年公

司将实施精细化加工，推动牦牛藏羊畜产品走

高端化路线。

完善的屠宰产业链和服务链，为湟源县发

展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

看重这些优势，沈延军决定将公司建在湟源县。

今年 30 岁的沈延军，早些年跟随父亲从事

牛羊肉配送，并在西宁市区内经营着一家牛羊

肉半制品店。2018年7月，沈延军入驻湟源县大

华工业园农畜产品加工集散中心，成立了青海

文友食品有限公司，加工便携式休闲肉制品。

“决定来湟源县之前，考察过好多次，之所

以会选择湟源县，一方面，湟源县冷凉的气候

环境适合肉制品加工。另一方面，湟源县地理

位置优越，玉树果洛等地牛羊运输要经过湟源

县。此外，县上东西两个方向各有一家牲畜屠

宰加工企业，为肉制品加工企业提供了便捷。”

沈延军说。

对于一个生产加工企业来说，上游原材料

供给线是直接关系企业发展的命脉所在，沈延

军之所以会选择落户湟源县，就是看中了湟源

县的农牧优势。

湟源县是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质量提升

整县推进试点，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 392 家，家

庭农场 570 家，联合社 12 家，联合体 3 家，全县

有 146 个股份经济合作社，其中村企合作、抱团

取暖的村有 64个。

如此多的合作社，保证了深加工企业上游

原材料的供给，沈延军直言，如今县上就是有

七八家像我这样的加工企业也不怕。

农畜产品加工、储藏、配送一头连着市场

和消费者，另一头连着原材料生产和农牧民，

便于农牧民及时掌握市场信息，在增加农产品

附加值的同时，还可以走出直接销售初级产品

的狭小圈子，提高农牧业生产的效益。

沈延军的公司，收购农牧民手中的牦牛，

送到就近屠宰场，每头牦牛的屠宰费 50 元，有

时候政府补贴一部分。每头牛的剔骨费 30 元，

屠宰企业清洗完内脏，将鲜肉和内脏用冷链车

配送到企业，每趟只需要 15元的运输费。

牛肉加工成牛肉干、牛肉条、牛板筋，销往

西宁市的各大超市、卖场、景区，甚至远销西藏

拉萨和新疆的乌鲁木齐。牛百叶、黄喉、牛肠

等内脏经过精细加工，送往火锅店和杂碎店。

到目前为止，湟源县成功打造了日月乡牦

牛产业强镇、大华工业园农畜产品加工集散中

心、茶马互市活畜交易中心等优势产业集群，

尤其是茶马互市交易平台，今年的活畜交易预

计将达到 20万头只以上。

以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绿色有

机农畜产品示范县为着力点，湟源县将聚焦重

点产业，着力构建“生态、循环、健康、安全和节

约”的五大功能发展体系，唱响“生态湟源、绿色

臻品”农畜产品区域品牌，力争将湟源县建成绿

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示范县模范县，成为全

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供给的东西走廊，打

造湟源县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亮丽名片。

生态湟源打造绿色有机亮丽名片生态湟源打造绿色有机亮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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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畜棚。 本报记者 张多钧 摄

农牧科技人员检测农作物长势。 湟源宣供图

加工后的马牙蚕豆。 本报记者 张多钧 摄

牛肉干称重。 本报记者 张多钧 摄 政府为合作社补贴购买的农机。 本报记者 张多钧 摄

湟源蒜苗。 湟源宣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