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但作为有着 5.65 万公顷耕地、40
多万农村人口的农业大区，依然脱离不了农的

特征，农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不仅

没变，还得到了加强和提升。因为，对于湟中来

说，除了要解决好全区的吃饭问题，还要为稳定

西宁市粮油生产作贡献。

就目前来看，湟中区农业面临的突出问题

是基础设施薄弱，产业链条不完善，综合效益不

高，农业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破解当前面临的

困境，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首先就

要解决好“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问题。

家住鲁沙尔镇地窑村的汪永山，早在几年

前就找到了“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答案。

地 窑 村 地 处 脑 山 地 区 ，全 村 266.7 公 顷 耕

地，种植农作物多为小麦、油菜、马铃薯，基本靠

天吃饭，农业产出低，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村

里甚至出现了撂荒地。

汪永山觉得，耕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不能

丢。他购置了播种机、翻地机、收获机，帮其他

村民翻地、播种、秋收，收取一定的费用。如此

一来，耕地实现了有效利用，还解放了劳动力，

再也不用一年到头趴在地里。

2014 年开始，不满足于为村民种地的汪永

山，成立了湟中托福种植专业合作社，流转村里

耕地，自己种植油菜和马铃薯。如今，汪永山种

着 26.7 公顷耕地，油菜和马铃薯各占一半，每年

相互倒茬。

“这些年，油菜的价格持续走高，村民种植热

情高涨，纷纷种植地膜油菜。今后还是计划扩大

种植面积，如果有能力还想再开一间油坊，将自

己种植的油菜进行加工。”汪永山憧憬着未来。

“十三五”期间，湟中区完成“两区”划定，建

立了 1 万公顷粮食生产功能区和 8666.7 公顷油

菜保护区，建成了云谷川特色种植（马铃薯）产

业园。

青海是中国春油菜最佳生态适宜种植区，

省 内 培 育 形 成 的“ 青 杂 ”系 列 品 种 ，已 在 蒙 古

国、俄罗斯等国种植，是中国第一个在国外大

面积推广的杂交油菜品牌。国家高度重视油

料产业发展，将油菜列入《全国大宗油料作物

生产发展规划》重点扶持，青海省委省政府将

油菜确定为高原特色农牧业十大重点发展产

业之一。2021 年，青海油菜产业联盟成立，围

绕“全价值链发掘、全产业链开发”总体思路，

推动油菜生产“安全、绿色、健康、多元”，推动

油菜产业提质增收。

地处湟中区多巴镇黑嘴尔村的青海大宋农

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青藏高原有机、绿色、

无污染的春油菜籽加工、销售为基点，分别在上

海、南京、成都、杭州等地设立分公司，初步实现

了将青海的春油菜加工成高原浓香菜籽油推向

全国市场。

青 海 大 宋 农 业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郭 宏 刚 介 绍 ，公 司 将 以 电 子 商 务 平 台 线 上 线

下结合的方式，建立省外体验店，将青藏高原

绿色、优质的菜籽油、青稞、燕麦、藜麦等农副

产 品 推 向 国 内 外 市 场 ，努 力 将 企 业 建 设 成 西

北 五 省 最 具 竞 争 实 力 的 农 副 产 品 龙 头 企 业 ，

为建设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作出企

业贡献。

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的发条，必须拧

得紧而又紧。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全力抓好

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守住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底线作出全面部署。

湟中区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

到位，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

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推进撂荒地整

治，开展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推动精准

施药和病虫害绿色防治，湟中区被农业部认定

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区。

抓好菜篮子工程

——按照“依托城市、服务城市、
保障供给、提供休闲”的发展思路，湟
中区以绿色发展为导向，形成了“两
川一线”蔬菜产业布局，有力推动西
宁市“菜篮子”工程建设和蔬菜产业
的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

4 月 27 日上午，天空淅淅沥沥飘落小雨，空

气中带着丝丝寒意。湟中区李家山镇李家山村

食用菌温棚里，宜人的温度下，村民忙着采摘、

分拣香菇，分拣好的香菇装进塑料筐，运往市

场。

这片食用菌种植基地共有高 8 米的温棚 7
栋，其中 4 栋为大棚，每栋占地 4480 平方米、种

植菌包 30 万个，3 栋为小棚，每栋占地 3008 平方

米、种植菌包 20 万个，每栋温棚种植食用菌均为

15 层高。这个基地是湟中区乃至全省温棚种植

工厂化、标准化的典范。

其实，基地早年也是普通的温棚，每年种植

一些普通的蔬菜，偶尔也会种植一些食用菌，经

济效益不明显，没有打造出叫得响的地方品牌，

特色农产品很难走向更高更广的市场。

这不仅仅是李家山镇存在的不足，更是湟

中区蔬菜温棚种植的普遍现象，生产性基础设

施建设标准偏低，生产性能、外观形象等条件不

理想，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不能满足新需求，特别

是蔬菜种植机械化程度低，温棚温度湿度等环

境控制不完善，“节本增效”缺乏先进适用的技

术装备支撑。

2021 年，依托乡村振兴，李家山镇成立了西

宁市湟中区李家山农稷协作建设有限公司，公

司整合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4000 万

元，实施了高标准智能食用菌种植温棚，食用菌

种植销售由该公司子公司西宁市湟中区兴云农

业有限公司具体负责。

李家山镇副镇长贾延云介绍，按照一乡一

品的产业规划，未来几年，李家山镇将逐步推

进传统温棚改造，推广食用菌种植销售，将李

家山镇打造成西北最大的食用菌生产特色小

镇。

李家山镇打造西北最大的食用菌生产特色

小镇，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方面，李家山镇

有 20 个温棚基地，将近 2000 栋温棚，这是发展

食用菌种植的基础。另一方面，李家山镇食用

菌种植基地距离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 17
公里，产出的食用菌可以第一时间送达集散中

心，再销往各地，交通便捷。

最重要的是李家山镇食用菌种植时间长，

种植技术成熟。西宁市湟中区兴云农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周召容，1989 年从重庆老家来到西宁

市种植食用菌，刚开始在苏家河湾种植，随着城

镇化的推进，2004 年，周召容来到李家山镇种植

食用菌，一直到现在。因此，李家山镇打造西北

最大的食用菌生产特色小镇，既具备技术条件，

还有市场优势。

“十几年的打拼，省外有稳定的客户市场，食

用菌的销售不是问题。我们目前是打算利用青

藏高原的冷凉气候，推进食用菌的反季节销售，

一方面是增加当地百姓收入，另一方面可以让我

们的农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周召容说。

其实，周召容的想法就是湟中区打造绿色

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思路之一。对于青海省

而言，高原气候环境导致农产品产量低，无法与

内地省市相比，但高寒的环境是独一无二的优

势，产出的农产品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目前，湟中区建成百栋以上规模化设施蔬

菜生产基地达到 34 个，万亩露地蔬菜生产基地

2 个，千亩露地蔬菜基地 11 个。建成马铃薯贮

藏 窖 540 座 、蔬 菜 保 鲜 库 96 座 ，总 库 容 10.8 万

吨。建成蔬菜配送中心 5 个，日配送量 18 吨。

发挥电子商务移动端平台在蔬菜销售中的作

用，设立电子商务直销点 120 个、网络销售终端

门店 54家。

湟中区已经注册了 26 个蔬菜商标品牌和

“圣地田园”公用蔬菜商标品牌，71 个蔬菜产品

获得了绿色食品 A 级证书，44 个蔬菜产品获得

无公害蔬菜产地认定与产品认证。西纳川果蔬

产业园通过多年的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示范带

动不断增强，效益不断提升，在省内享有较大影

响，被认定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保障畜产品供给

——湟中区以创建小南川健康
养殖园为依托，推动绿色养殖、标准
化养殖，加强规模养殖场基础设施配
套建设，推动畜产品及乳制品加工，
延展产业链

按照“三品一标”，湟中区认定蚕豆、油菜、

马铃薯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3.2 万公

顷 ，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 7866.7 公顷 ，注册了

“圣地田园”“圣域”农产品区域公用商标 2 个，已

认证“湟中燕麦”“湟中胡麻”“湟中蚕豆”地理标

志 农 产 品 3 个 ，有 机 农 产 品 2 个 、绿 色 食 品 99
个。培育了“弘大”“大宋福”“青穗”等一大批具

有市场知名度的农产品品牌。

通过以上数据不难发现，湟中区的优势在

于农业，畜牧业乃至畜产品加工仍然是湟中区

的短板。

截 止 到 第 一 季 度 末 ，湟 中 区 全 区 牛 存 栏

15.42万头，羊存栏 38.37万只，牛出栏 3.97万头，

羊出栏 6.87万只，牛奶产量 5000吨。

抛开青海省青南牧区不说，在东部农业区，

湟中区的畜牧业存栏率及出栏率很高。但是短

板在于没有屠宰场，直接导致全区范围内没有

畜产品加工企业。

养殖大户牲畜流向其他县区，养殖散户依

托牛羊肉销售铺面，小规模发展，很难形成规

模，更不用说保障西宁市区“肉架子”。

湟中区之所以没有屠宰场，一方面是建设用

地紧张，另一方面建设屠宰场环保要求严，标准

高。湟中区一直试图打破制约瓶颈，今年初有了

新进展，上新庄镇水草沟村是易地搬迁村，村民

搬走后，湟中区利用村民宅基地建设屠宰场，目

前项目审批、建设规划等手续正在办理中。

湟中区一方面推进屠宰场建设，另一方面

紧紧围绕奶业转型升级，推进全区奶业向规模

化、标准化、专业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在小南川

健康养殖园区内建成了高原圣亚、互邦、藏地堂

3 家奶牛规模养殖场，存栏良种荷斯坦奶牛 2900

头。

地处土门关乡土门关村的青海互邦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是青海最早的规模化奶牛养殖企

业，300 头荷斯坦纯种奶牛都是从澳大利亚进

口，相较于荷斯坦二代三代奶牛，产奶量和质都

有明显提升。

每天清晨 5 时，5 吨巴氏奶从公司运往西宁

市区，到达市区后分成 12 辆冷链车，运往全市

900多个销售点。

在西宁市场供应鲜奶，省外市场销售酸奶，

制约难题是量不足，青海互邦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总经理刘卫华说，青藏高原的原生奶是独一

无二不可复制优质奶，曾经有省外企业寻求合

作，要求鲜奶每日供应量要达到 30 吨，最后因供

不上这么多鲜奶，合作破产。

其实，这也是青海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输出地的制约。青海作为全国五大牧区之一，

优质的农畜产品名声在外，牦牛肉、黑青稞、红

枸杞等产品是青海的名片。但是省外市场上几

乎很难看到青海优质绿色的农畜产品，关键还

是量上不去。

就如青海互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而言，每

天供应西宁市场 5 吨鲜奶，也会出现供不应求的

状况，更不用说走向省外市场。

对于青海互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破局的关

键在于借助乡村振兴的春风，寻求合作，乘势而

上。在建的西堡镇生态奶牛养殖场，是湟中区融

合中央衔接资金、东西部协作资金共计 1.1亿元，

重点打造的奶牛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基地。

青海互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缺资金，西堡

镇生态奶牛养殖场缺技术，两家企业的合作，为

湟中区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注入了活

力。

从去年底，西堡镇生态奶牛养殖场就从新

西兰进口了 500 头荷斯坦奶牛，目前寄养在青海

互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还有 500 头荷斯坦奶

牛，7 月份将抵达建成投产的西堡镇生态奶牛养

殖场。最终，西堡镇生态奶牛养殖场荷斯坦奶

牛存栏将达到 2000 头，奶牛场养殖经营将由青

海互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具体负责。

青海互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和西堡镇生态

奶牛养殖场的合作，既实现了双赢，又为打造绿

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探索了新路径。此举的

启示，可以成立特色产业联盟，制定农畜产品统

一标准要求，整合同类企业资源优势，协同发

展，凝聚聚合优势，将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推

向更广阔的市场，乃至走出国门。

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湟中区大

有所为，青海省也必将大有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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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设施农业。

特色农产品。

搬运采摘的香菇。

本报记者 张多钧 摄

酸奶包装。打包蔬菜。 菜籽油加工。 察看蔬菜长势。 本报记者 张多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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