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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宋翠茹宋翠茹

随着清脆的到账短信提醒随着清脆的到账短信提醒，，经营农资经营农资

店的李老板兴奋地举起手机向在场的工店的李老板兴奋地举起手机向在场的工

作 人 员 展 示 刚 刚 获 得作 人 员 展 示 刚 刚 获 得 3030 万 元 授 信 额 度万 元 授 信 额 度

““青农裕贷青农裕贷””的短信的短信。。““太好了啊太好了啊，，这次有建这次有建

行及时给我提供资金行及时给我提供资金，，真是帮我解决了困真是帮我解决了困

难难，，太感谢啦太感谢啦！！””李老板笑容满面李老板笑容满面，，最让他最让他

没想到的是从线下收集材料到贷款到账没想到的是从线下收集材料到贷款到账

仅仅用了仅仅用了 33天天。。

近年来近年来，，建行青海省分行坚持把金融建行青海省分行坚持把金融

助力乡村振兴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助力乡村振兴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引流引流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县域乡村金融服务薄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县域乡村金融服务薄

弱环节弱环节，，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村振兴有效衔接。。

20212021 年年，，全行涉农贷款余额全行涉农贷款余额 9393..3535 亿亿

元元，，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 44..6363 亿元亿元、、新增新增

00..55 亿元亿元，，农户生产经营性贷款余额农户生产经营性贷款余额 11..0606
亿元亿元、、新增新增 00..5959 亿元亿元。。农户信贷余额农户信贷余额 44..9595
亿元亿元，，创历史新高创历史新高，，较年初新增较年初新增 11..7575 亿元亿元，，

增速增速 5454..7575%%，，农户贷款余额农户贷款余额、、新增及增速新增及增速

均为该行近三年最高水平均为该行近三年最高水平，，重点帮扶县各重点帮扶县各

项贷款增幅居全国建行系统第二位项贷款增幅居全国建行系统第二位。。

针对高海拔艰苦边远农牧区金融服针对高海拔艰苦边远农牧区金融服

务短板务短板，，该行率先启动了果洛支行筹建工该行率先启动了果洛支行筹建工

作作，，在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分支机构在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分支机构，，

有效延伸金融服务渠道有效延伸金融服务渠道，，填补填补““三区三州三区三州””

深度贫困地区金融服务深度贫困地区金融服务““空白空白””，，彰显国有彰显国有

大行的使命与担当大行的使命与担当。。

与省农业农村厅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与省农业农村厅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加大助农金融产品创新力度加大助农金融产品创新力度，，拓宽线上线拓宽线上线

下金融服务场景下金融服务场景。。与青海农担公司合作与青海农担公司合作

共建风险共担机制共建风险共担机制，，创新服务农户创新服务农户““拳头拳头””

产品产品““青农裕贷青农裕贷””，，为农户提供无抵押为农户提供无抵押、、低低

利率利率、、快支用快支用、、随用随还随用随还、、全流程全线上信全流程全线上信

贷服务贷服务。。20212021 年累计投放农户生产经营年累计投放农户生产经营

性贷款超性贷款超 60006000 万元万元，，帮助帮助 344344 户农户发展户农户发展

种养殖及农副食品加工产业种养殖及农副食品加工产业。。

加强与建行总行协同联动加强与建行总行协同联动，，上线上线““裕裕

农快贷农快贷””--““裕农通裕农通””业主版及农险增信版业主版及农险增信版

农 户 生 产 经 营 性 快 贷 产 品农 户 生 产 经 营 性 快 贷 产 品 ，，上 线 仅上 线 仅 22 个个

月月，，累计支用贷款近累计支用贷款近 10001000 万元万元。。积极对积极对

接农业农村厅新农直报系统接农业农村厅新农直报系统，，深入开展深入开展

““信贷直通车信贷直通车””活动活动，，成功为成功为 2727 户合作社户合作社

客户及客户及 55 家龙头企业发放贷款资金家龙头企业发放贷款资金 11..2626
亿元亿元。。聚焦拉面等涉农特色产业发展痛聚焦拉面等涉农特色产业发展痛

点点，，打造便利高效的点单设备打造便利高效的点单设备、、支付体系支付体系

和商户账务管理系统和商户账务管理系统，，降低了个体工商降低了个体工商

户户、、小微企业原材料采购成本和运营成小微企业原材料采购成本和运营成

本本 。。 20212021 年年 ，，““ 青 实 惠青 实 惠 ””平 台 服 务 商 户平 台 服 务 商 户

17641764 户户，，交易量交易量 537537..77 万笔万笔、、交易额交易额 22..77 亿亿

元元。。

建行青海省分行建行青海省分行：：
多维助力乡村振兴多维助力乡村振兴

每天早上 5 时，互邦农业运送鲜牛奶的车辆就从

村里出发，不到 6 时到达位于西宁城区的配送中心，

再由十辆冷链运输车配送到分布在全市的 800个经销

店面，这款“天天鲜”牛奶在西宁市场备受好评。

坚持将价格合理、优质安全、新鲜的乳制品供应

给市民，使得互邦农业的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取得

了较好效益。其中，“天天鲜”牛奶和“纯享青藏”牌酸

奶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日益提升，市场销量不断增

加。

“我们还准备上市‘青牧纯’常温巴氏杀菌乳、‘可

口青藏’乳饮料、‘德吉大叔’家庭装系列酸奶，坚持走

品牌化发展之路。”互邦农业经理张立忠告诉记者。因

为对鲜奶产量有更大的需求，所以他们和湟中区西堡

宁协牧业有限公司达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通过

乳品加工提质增效扩能建设项目，解决企业产能不足

和品种单一的问题，加强品牌竞争力。

再把目光转向拦隆口镇上寺村。17 时，农业工人

们开始采摘温室里的黄瓜，采摘完后，用保鲜膜盖上

保持水分，翌日 4时开始送往市场。

“梓琪火锅你们知道吧，就是高树丰开的，用的是

黄瓜的商标名字‘梓琪’。”湟中区农业农村局区划办

主任周春花说道，上寺村的黄瓜不但有自己的品牌商

标名，还把它扩展到了其它领域展到了其它领域。。

““因为生产出来的黄瓜品质好因为生产出来的黄瓜品质好，，很受市场欢迎很受市场欢迎。。

夏天亩产量夏天亩产量 55005500 公斤到公斤到 60006000 公斤公斤，，就算是冬天都能就算是冬天都能

达到达到 40004000 公斤公斤，，两年种五茬两年种五茬，，你算算这个经济账你算算这个经济账。。””高高

树丰说树丰说，，““我们的价格比外地过来的黄瓜一公斤要高我们的价格比外地过来的黄瓜一公斤要高

两元钱两元钱。。到了冬天到了冬天，，西宁只有我们村有黄瓜西宁只有我们村有黄瓜。。目前整目前整

个西宁有个西宁有 8080多家加盟店卖我们的黄瓜多家加盟店卖我们的黄瓜。。””

通过一根根黄瓜通过一根根黄瓜，，合作社带动了本村及邻近村子合作社带动了本村及邻近村子

发展发展。。20212021 年年，，光上寺村的黄瓜就卖出了光上寺村的黄瓜就卖出了 11..11 万吨万吨，，提提

高了村民的收入高了村民的收入，，优化了种植结构优化了种植结构。。

新 添 堡 村 今 年 也 准 备 把 草 莓 申 报 为新 添 堡 村 今 年 也 准 备 把 草 莓 申 报 为““ 一 村 一一 村 一

品品””。。西香季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许连峰表示西香季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许连峰表示：：

““我们通过我们通过‘‘公司公司++合作社合作社++农户农户’’的方式发展的方式发展，，让村子让村子

围绕草莓种植围绕草莓种植。。作为西宁最大的草莓种植基地作为西宁最大的草莓种植基地，，目前目前

有有 77..0707 公顷实际种植面积公顷实际种植面积、、9191 栋温室栋温室，，其中其中 8080%%种植种植

的是章姬的是章姬。。章姬奶油草莓章姬奶油草莓，，皮薄味甜个头大皮薄味甜个头大，，颜色鲜颜色鲜

艳艳，，酸甜适中酸甜适中，，很受欢迎很受欢迎。。我们还想进一步发挥草莓我们还想进一步发挥草莓

种植的带动作用种植的带动作用，，走品牌化发展之路走品牌化发展之路，，努力向努力向‘‘丹东草丹东草

莓莓’’学习学习。。””

““注重品牌效应注重品牌效应，，可以实现优质优价可以实现优质优价。。而且能发而且能发

挥小微企业和专业合作社的带动作用挥小微企业和专业合作社的带动作用，，掌握市场定价掌握市场定价

权权，，增加效益增加效益。。””常春表示常春表示。。

编者按编者按：：
乡村要振兴乡村要振兴，，产业需先行产业需先行。。其中其中，，““一村一品一村一品””乡村产业发展和示范乡村产业发展和示范

村镇建设村镇建设，，是农村兴旺的重要内容是农村兴旺的重要内容。。
培育培育““一村一品一村一品””有利于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有利于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做强特色优势产业做强特色优势产业，，加加

速农村人才集聚速农村人才集聚，，还能促进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乡村文化传承还能促进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乡村文化传承。。
经过多年发展经过多年发展，，西宁市湟中区西宁市湟中区““一村一品一村一品””主导项目已涵盖各个优势主导项目已涵盖各个优势

产业产业，，促进了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打造促进了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打造，，推动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推动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带动了村民就业增收带动了村民就业增收。。让我们走进几个村庄让我们走进几个村庄，，去近距离感受去近距离感受““一村一品一村一品””
带来的改变……带来的改变……

近距离感受近距离感受近距离感受
湟中区的湟中区的湟中区的“““一村一品一村一品一村一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潘潘 玲玲 通讯员通讯员 俞惠珍俞惠珍

春日渐暖春日渐暖，，河湟大地农事兴河湟大地农事兴。。在西宁在西宁

市湟中区田家寨镇梁家村的湟中茁壮种市湟中区田家寨镇梁家村的湟中茁壮种

养殖专业合作社里养殖专业合作社里，，农民们抢抓农时开展农民们抢抓农时开展

春耕生产春耕生产，，田间大棚一派繁忙景象田间大棚一派繁忙景象。。

走进合作社的双层双膜节地暖棚走进合作社的双层双膜节地暖棚，，只只

见工人们正在刚搭好的一排排架子旁边见工人们正在刚搭好的一排排架子旁边

将一颗颗辣椒种子放进育苗盒里将一颗颗辣椒种子放进育苗盒里。。

““这是西宁市农业农村局的无土栽培这是西宁市农业农村局的无土栽培

试验田试验田，，无土栽培主要是防治茄果类疫病无土栽培主要是防治茄果类疫病，，

比如说辣椒比如说辣椒、、西红柿西红柿、、茄子茄子，，对于一些花叶对于一些花叶

病病、、土传病防治效果也比较好土传病防治效果也比较好，，而且无土栽而且无土栽

培好管理培好管理、、菜苗长势比较好菜苗长势比较好。。””合作社负责合作社负责

人梁人梁昇昇先告诉记者先告诉记者。。

湟中茁壮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成立于湟中茁壮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42014 年年，，目前种植面积达目前种植面积达 200200 公顷公顷，，年产年产

值达值达 11151115 万元万元，，共吸纳周边劳动力共吸纳周边劳动力 5050 人人

到合作社务工到合作社务工。。在去年种植的基础上在去年种植的基础上，，今今

年不仅扩大了种植规模年不仅扩大了种植规模，，还积极做好新品还积极做好新品

种的引进种的引进、、示范示范、、推广工作推广工作。。

梁梁昇昇先说先说，，今年种了今年种了 4040 公顷小麦公顷小麦，，比比

去年增加了去年增加了 66..6767 公顷公顷，，主要是区上繁育的主要是区上繁育的

阿勃种子阿勃种子，，还从宁夏回族自治区引进了宁还从宁夏回族自治区引进了宁

麦麦 1111 号号，，也是春麦类也是春麦类，，在宁夏那边产量比在宁夏那边产量比

较高较高，，应该能在青海西宁地区适应应该能在青海西宁地区适应。。

““在蔬菜方面在蔬菜方面，，我们今年引进了青梗我们今年引进了青梗

松花菜松花菜，，产量比较好产量比较好、、花型也比较好花型也比较好。。还还

有两种大葱有两种大葱，，葱白比较长葱白比较长，，抗病虫害能力抗病虫害能力

比较强比较强。。在新品种的试验推广方面在新品种的试验推广方面，，今年今年

我 们 准 备 了我 们 准 备 了 3535 个 品 种个 品 种 ，，在 露 地 栽 培 试在 露 地 栽 培 试

验验。。””梁梁昇昇先告诉记者先告诉记者。。

多年来多年来，，湟中茁壮种养殖合作社通过湟中茁壮种养殖合作社通过

不断引进新品种并改良种植方式不断引进新品种并改良种植方式，，实现自实现自

身发展的同时身发展的同时，，还计划积极传授推广种植还计划积极传授推广种植

经验经验，，带动更多的村民就业增收带动更多的村民就业增收，，助力乡助力乡

村振兴村振兴。。

新技术新品种新技术新品种
农业生产有底农业生产有底气气

本报记者 潘 玲

““你看我们这草莓又大又红你看我们这草莓又大又红，，皮薄皮薄
味甜味甜，，很受消费者喜欢呢很受消费者喜欢呢！！””33月月1717日日，，
走进位于西宁市湟中区李家山镇新添走进位于西宁市湟中区李家山镇新添
堡村的草莓种植温室堡村的草莓种植温室，，西香季种养殖西香季种养殖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许连峰告诉记者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许连峰告诉记者。。

经过调研经过调研，，许连峰看中了这里的许连峰看中了这里的
土壤很适合草莓种植土壤很适合草莓种植，，所以就在新添所以就在新添
堡村扎下了根堡村扎下了根，，计划在今年为草莓注计划在今年为草莓注
册商标并申报册商标并申报““一村一品一村一品””产业产业。。

在湟中在湟中，，像许连峰这样找准当地像许连峰这样找准当地
特点致力于特点致力于““一村一品一村一品””发展的新农人发展的新农人
还有很多还有很多。。近年来近年来，，湟中区加快转变湟中区加快转变
农业发展方式农业发展方式，，积极推进现代产业园积极推进现代产业园
建设建设，，大力发展特色现代农业大力发展特色现代农业，，构建现构建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经营体
系系，，不断提高农业专业化不断提高农业专业化、、标准化标准化、、规规
模化模化、、集约化集约化、、产业化水平和组织化程产业化水平和组织化程
度度，，促进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农牧业经实现农牧业经
济健康稳定发展济健康稳定发展。。特色种养产业示范特色种养产业示范
村镇已成为新品种展示村镇已成为新品种展示、、新技术推广新技术推广
应用应用、、新型农民实训的主要阵地新型农民实训的主要阵地，，积极积极
培育培育““一村一品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示范村镇，，目前共建目前共建
成了成了4040个个““一村一品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示范村镇，，涉及涉及
蔬菜蔬菜、、果品果品、、养殖养殖、、休闲农业等产业休闲农业等产业，，促促
进了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打造进了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打造，，
推动了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了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带动了带动了
就业增收就业增收。。

在烂漫的春光里，记者走进湟中区

拦隆口镇上寺村的种植基地，湟中振丰

种植专业合作社温室里的黄瓜瓜蔓上，

一条条又长又直的黄瓜缀满了枝头，清

香扑鼻。

农业工人在温室里忙碌着，或进行

田间管理或采摘，耕耘春天播种希望。

这些黄瓜可不简单，它们早已声名

在外，赢得了市场认可，并且进入了“全

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名录。

上寺村有 400 个温室，其中 60%都

是种植黄瓜。合作社负责人高树丰告

诉记者：“黄瓜品种每年都会根据需要

更新，选择的都是果型好、口感好、产量

高、抗病毒强的品种。”

除了品种好，高树丰还坚持绿色生

产，“我们用的都是生物肥料、有机肥、

农家肥，坚持少用药不用药，就算用也

用生物农药。而且坚持预防为主，每周

都会抽查检测。”

记者了解到，这些黄瓜在生长时会

采取绿色防控，利用红蓝板、杀虫灯等

进行虫害治理。每年 7 月至 9 月，进行

改茬时，还会用 70℃高温闷棚进行杀

菌，让土壤恢复良好性状。

同样坚持绿色生产的，还有位于土

门 关 乡 的 青 海 互 邦 农 业 开 发 有 限 公

司。互邦农业公司是西宁市产业化龙

头企业，自 2007 年 6 月成立以来，坚持

走绿色循环农业路子，主要从事奶牛养

殖、乳品加工销售，把整个产业从养殖、

加工、销售有效联结起来，采取“生产基

地 ＋ 乳 品 加 工+销 售 网 点 ”的 经 营 模

式，形成上中下游联动一体化发展。

在互邦农业公司的饲草储存处，记

者看到正在混合搅拌中的奶牛饲草。

饲草主要是青贮玉米和燕麦、苜蓿的青

干草，来自我省的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和邻省甘肃。

据互邦农业公司负责人刘卫华介

绍，这些饲草都是标准化栽培的，对于蛋

白和水分含量都有明确要求，就是为了

让奶制品的质量更好。

同时，坚持绿色养殖，按照统一标

准饲喂，并且实行春秋两季防疫，每年

两次为奶牛抽血检查身体。基于牛的

生产时间和性能，每天三次挤奶、三次

投料。在生产时，严格按照冷藏保质标

准，进行绿色生产。

在李家山镇新添堡村的草莓种植

温室里，绿油油的叶片间，红彤彤的草

莓散发着诱人香气，让人垂涎欲滴。西

香季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许连峰

告诉记者，元旦前草莓进入采摘期，到

次年 6 月铲掉全部苗子，利用两个月时

间养棚，进行病毒消杀，再用有机肥上

底肥，“有消费者对草莓认知有误区，总

认为草莓用药多，其实平时把田间管理

做好了，该通风通风，时刻注意温度等，

植株就不会生病，也就不需要用药了。”

“打造‘一村一品’对于绿色生产有

着严格的要求，不管是已经成为‘一村

一品’的上寺村黄瓜，还是像互邦、西香

季这样正在申报‘一村一品’，都着眼于

绿色搞生产，有利于提升产品品质。”湟

中区农业农村局产业室科长常春说。

不管是蔬菜、果品，还是养殖，通过“一村一品”打

造，它们在兴旺乡村产业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有

力带动了当地种植结构优化和村民增收致富。于当

地农民而言，不但富了他们的口袋，还富了他们的脑

袋，让他们换了种活法，成为了新时代新农人。

杨文云是新添堡村村民，以前主要种植上海青。

西香季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在村里开始种植草莓后，他

一直在观望、学习，2021 年开始自己种植，当年种了 3
个温室，收入 20 万元，净利润就达到 7 万元。这让他

信心倍增，今年扩种到了 8 个温室，基本就靠自家人

打理，种苗子和摘草莓的时候会雇人。

“我们现在的做法是先带动那些已经有了温室但

效益不高的农户种植草莓，以此实现更好收入。”许连

峰告诉记者，基地所在地土壤酸碱度刚刚好，透气性也

好，非常适合种植草莓。现在还能自己育苗，生产环

境、技术、销路都不愁，有信心带领村民获得更大发展。

像杨文云这样从不会种植到成为行家里手的新

农人还有不少。在上寺村的黄瓜温室里，记者见到了

李兆生。他是从 2016 年开始跟着学习种黄瓜，第一年

一个温室，第二年两个温室，2019 年种植三个温室近 5
亩（0.33 公顷）地，到了 2021 年，光黄瓜就为他带来了

十几万元收入。

“以前只会撒种子种叶菜，现在我种黄瓜那可是

一把好手！这黄瓜种成了品牌，给咱们村带来的变化

可不小呢！”李兆生说道。

“一开始当地老百姓不知道怎么种黄瓜，也不相

信技术传授。通过示范种植，他们从观望，开始尝试

种，结果发现种黄瓜一亩地多卖不少钱，积极性就上

来了。现在，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稳定客户了。”振丰种

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高树丰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记者了解到，，合作社和山东七八家黄瓜育苗场有合作社和山东七八家黄瓜育苗场有

联系联系，，可以保证村民的种苗品质可以保证村民的种苗品质。。同时同时，，合作社会具合作社会具

体对村民进行指导体对村民进行指导，，包括怎样施肥包括怎样施肥、、怎样定植怎样定植，，甚至秧甚至秧

子长到多少个叶片开始留瓜都会详细讲解子长到多少个叶片开始留瓜都会详细讲解。。

临近中午时临近中午时，，谢文邦总会去看看奶牛的情况谢文邦总会去看看奶牛的情况，，看看

着毛色光滑的奶牛悠闲踱步着毛色光滑的奶牛悠闲踱步，，他就觉得心安他就觉得心安。。谢文邦谢文邦

今年今年 5050 岁了岁了，，到互邦农业已经上了到互邦农业已经上了 66 年班年班，，从开始一从开始一

窍不通成长为了技术骨干窍不通成长为了技术骨干，，现在每个月工资在现在每个月工资在 50005000 元元

左右左右，，收入稳定收入稳定。。

““我们村里好多人都在这里上班我们村里好多人都在这里上班，，而且时间相对而且时间相对

灵活灵活，，家里有农活也能兼顾上家里有农活也能兼顾上。。家门口能挣这一份工家门口能挣这一份工

资资，，我相当满足啊我相当满足啊！！””谢文邦告诉记者谢文邦告诉记者。。

在土门关村在土门关村，，还有很多人像谢文邦一样在互邦农业还有很多人像谢文邦一样在互邦农业

上班上班。。除了就业除了就业，，他们还有入股分红他们还有入股分红。。全村全村400400多户多户，，每每

一户都和互邦有着联系一户都和互邦有着联系。。

不管是杨文云不管是杨文云、、李兆生李兆生，，还是谢文邦还是谢文邦，，他们虽然生他们虽然生

活在农村活在农村，，但已经从单纯的农民转变成了新农人但已经从单纯的农民转变成了新农人，，在在

农村这片广阔天地中活出更多可能农村这片广阔天地中活出更多可能。。而更多的农民而更多的农民

也是因为村里有了好的农业品牌和发展平台也是因为村里有了好的农业品牌和发展平台，，不但经不但经

济收入有增加济收入有增加，，思想观念也有了转变思想观念也有了转变。。

“我说一个最明显的，在我们公司上班的这些村

民，精神面貌变化很大。以前闲着就晒洋娃，现在比

以前更注重形象，也更注重卫生了。回去后把家里收

拾得干干净净的，连带着村容村貌都更好了！”互邦农

业经理张立忠说道。

对于未来，湟中区农业农村局产业室科长常春表

示将根据各村特点，继续打造“一村一品”，形成规模

优势，促进产业兴旺，推动乡村振兴。

奶牛悠闲踱步。 本报记者 潘玲 摄

草莓采摘。本报记者 潘玲 摄

黄瓜苗子郁郁葱葱。
本报记者 潘玲 摄

农业工人采摘黄瓜。本报记者 潘玲 摄

着眼绿色搞生产 做好“品牌化”文章

换活法争当新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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