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 牧 2023年3月2日 星期四

本版编辑 潘 玲 组版编辑 潘 玲8

2 月下旬 ，海东市互助县台子乡富农蔬菜专

业合作社的温室大棚里暖意融融，莜麦菜、上海

青、萝卜、草莓等蔬果长势正好并陆续上市，采

摘、分拣、装箱……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据互助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尚朝

菊介绍，台子乡蔬菜园区是互助县高原蔬菜产业

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全县乃

至全省重要的蔬菜生产和供应基地之一，蔬菜产

品远销香港等地区。目前，蔬菜产业已覆盖全

乡，从事蔬菜产业的农户达 5700 多户，占全乡总

户 数 的 95%以 上 ，还 有 从 事 蔬 菜 生 产 销 售 的 企

业、合作社、蔬菜经纪人等，从业人员达 2万多人，

占全乡总人口的 85%以上。“产、供、销”一体化成

为台子乡蔬菜产业园的核心产业体系。

“预计到2024年末，互助县高原蔬菜现代农业

产业园蔬菜播种面积稳定在 4000 公顷左右，蔬菜

生产量达到12万吨，蔬菜总产值达到3.6亿元。”互

助县农业农村和科技局副局长胡志桥表示。

在农业产业园创建工作中，青海省坚持高位

一体、统筹推进，调整优化乡村优势特色产业布

局，构建了点线面协同推进的乡村产业发展新格

局。通过逐级创建，青海建成了一批产业特色鲜

明、要素高度聚集、设施装备先进、生产方式绿

色、经济效益显著、辐射带动有力的各级现代农

业产业园，构建了国家、省、市（州）、县（市、区）梯

次推进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体系，正加快补齐

农业现代化短板，优化全省“三农”发展动力结

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形成乡村发展新动力、

农民增收新机制、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

“目前，青海的主导产业如牦牛、藏羊、油菜、

枸杞、马铃薯、果蔬等都有农业产业园带动发展，

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显现出了积极效应。”省农

业农村厅副厅长孙文龙告诉记者，“各个园区还

加强科技融入、科技集成，打造智慧农牧业，促进

产学研结合，各产业园与 6 家高等院校、12 家重

点科研院所合作，获得 4 项国家级科技成果，9 项

省级重大科技成果。”

记者了解到，全省 60%的市州级以上龙头企

业都融入到现代农业产业园之中，以“公司+农民

合作社+家庭农场”“公司+家庭农场”等形式，联

手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组建农业产业化联合

体，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主导产业，实行产加销一

体化经营。园区成立农牧民专业合作社 822 家，

带动农牧民 20.76 万人，产业园内农牧民人均可

支 配 收 入 高 出 全 省 农 牧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的

25.22%。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青海湖源牧

业开发有限公司，就是以“龙头企业＋合作社＋

牧户”的方式，与 4 个乡镇 6 家畜牧业合作社签订

了长期畜产品收购合同，实行订单模式，初步形

成产、加、销一条龙经营格局，带动当地 2300 多户

牧户开启了致富路。

春日时节春日时节，，记者走进位于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巴记者走进位于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巴

州镇的民和县乡村振兴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州镇的民和县乡村振兴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数十栋温棚整数十栋温棚整

齐划一齐划一，，棚内肥硕鲜嫩的平菇挂满菌袋棚内肥硕鲜嫩的平菇挂满菌袋，，香甜可口的草莓令香甜可口的草莓令

人垂涎人垂涎，，温棚外餐饮区新搭建的休闲木屋新颖别致温棚外餐饮区新搭建的休闲木屋新颖别致，，垂钓区垂钓区

鱼塘为封冻水域鱼塘为封冻水域，，十多只水鸟觅食戏水……这是民和县委县十多只水鸟觅食戏水……这是民和县委县

政府依托乡村振兴产业扶持政策政府依托乡村振兴产业扶持政策，，于于 20222022 年倾力打造的产业年倾力打造的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基地融合发展示范基地。。

民和县乡村振兴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前身是民丰高原民和县乡村振兴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前身是民丰高原

特色休闲农业示范园特色休闲农业示范园，，通过土地流转方式始建于通过土地流转方式始建于 20112011 年年。。由由

于经营不善于经营不善，，加之温棚老旧失修加之温棚老旧失修，，棚膜棚膜、、保温被等温棚设施严保温被等温棚设施严

重破损重破损，，三分之二的大棚被闲置三分之二的大棚被闲置，，经营效益欠佳经营效益欠佳。。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产业振兴关键在于产业振兴。。巴州镇地处浅山地区巴州镇地处浅山地区，，

一条沟岔谷地和两大干旱山区一条沟岔谷地和两大干旱山区，，便是巴州镇的全部便是巴州镇的全部。。在乡村在乡村

振兴路上振兴路上，，如何选准产业如何选准产业、、选好产业选好产业，，巴州镇党委政府一致认巴州镇党委政府一致认

为利用好闲置的温棚资源为利用好闲置的温棚资源，，改造提升改造提升

后发展温棚经济后发展温棚经济。。

巴州镇镇长谢成义说巴州镇镇长谢成义说，，镇党委政镇党委政

府着手编制实施方案府着手编制实施方案，，报请县委县政报请县委县政

府同意后府同意后，，积极争取乡村产业振兴扶积极争取乡村产业振兴扶

持资金持资金 800800 万元万元，，对对 6969 栋老旧温棚栋老旧温棚、、33
处鱼塘及道路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提处鱼塘及道路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提

升升。。

为了加快产业园改造进度为了加快产业园改造进度，，确保确保

产业园尽早发挥效益产业园尽早发挥效益，，县委县委、、县政府主县政府主

要领导多次跟进督导要领导多次跟进督导，，及时解决建设及时解决建设

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农业农业、、

林草林草、、交通交通、、自然资源等相关职能部门自然资源等相关职能部门

全力支持全力支持，，巴州镇党委政府自我加压巴州镇党委政府自我加压，，

开足马力赶进度开足马力赶进度，，利用一年时间利用一年时间，，全面全面

完成温棚完成温棚、、鱼塘鱼塘、、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

程程，，产业园面貌焕然一新产业园面貌焕然一新，，曾经破烂不曾经破烂不

堪的产业园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堪的产业园重新焕发出了生机。。

谢成义介绍谢成义介绍，，改造提升民和县乡改造提升民和县乡

村振兴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共分为特村振兴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共分为特

色种植采摘体验区色种植采摘体验区、、垂钓休闲区垂钓休闲区、、餐饮餐饮

游乐区等三个区域游乐区等三个区域。。

走进奶油草莓大棚走进奶油草莓大棚，，一垄垄翠绿的一垄垄翠绿的

植株间植株间，，鲜红饱满的草莓探头露脑鲜红饱满的草莓探头露脑，，长长

势喜人势喜人，，色泽诱人色泽诱人。。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一位上了年纪的妇

女正在小心翼翼地采摘成熟的草莓女正在小心翼翼地采摘成熟的草莓。。

这位老人是草莓种植户许鹏的母亲这位老人是草莓种植户许鹏的母亲，，有有

空的时候就到大棚里帮点忙空的时候就到大棚里帮点忙。。老人家老人家

很热情很热情，，摘了一个个大白中带红的草莓摘了一个个大白中带红的草莓

给我们品尝给我们品尝，，一口下去一口下去，，鲜嫩多汁鲜嫩多汁，，香味香味

四溢四溢。。她说她说，，这是今年种的白草莓这是今年种的白草莓，，很很

好吃好吃，，市场价格也比红草莓高市场价格也比红草莓高。。

许鹏说许鹏说，，今年他在这里租赁了今年他在这里租赁了 1212
栋温棚种植草莓栋温棚种植草莓，，主要供应民和市场主要供应民和市场，，

平均每天以平均每天以 5656 至至 6060 元元//公斤的批发价公斤的批发价

采摘配送采摘配送 5050到到 100100公斤的鲜草莓公斤的鲜草莓。。

在食用菌大棚内在食用菌大棚内，，平菇种植户梁平菇种植户梁

松 林 正 忙 碌 着松 林 正 忙 碌 着 。。 梁 松 林 祖 籍 四 川梁 松 林 祖 籍 四 川 ，，

19921992 年 就 来 到 民 和 县 发 展 平 菇 种 植年 就 来 到 民 和 县 发 展 平 菇 种 植

业业，，已有已有 3030年的种菇经历年的种菇经历。。他租赁了他租赁了 88
栋温室种植平菇栋温室种植平菇，，按正常年份计算按正常年份计算，，一一

个菇棚有个菇棚有 33万元左右的纯收入万元左右的纯收入。。

改造一新的温棚也吸引了来自甘肃的种植大户李彦斌改造一新的温棚也吸引了来自甘肃的种植大户李彦斌，，

他租赁他租赁 4545栋温棚种植辣椒栋温棚种植辣椒。。走进李彦斌的辣椒棚走进李彦斌的辣椒棚，，株高尺余株高尺余

的辣椒植株长势喜人的辣椒植株长势喜人，，好多植株已经开花好多植株已经开花，，有的茎叶下已经有的茎叶下已经

挂上了绿油油的小辣椒挂上了绿油油的小辣椒。。据李彦斌介绍据李彦斌介绍，，这这 4545 棚辣椒从棚辣椒从 22 月月

下旬上市到下旬上市到 88 月份拉秧月份拉秧，，预计棚均至少有预计棚均至少有 40004000 公斤以上的辣公斤以上的辣

椒产量椒产量，，按按 77 元元//公斤的市场批发价估算公斤的市场批发价估算，，预计棚均有预计棚均有 22..88 万元万元

左右的收入左右的收入。。

李彦斌还告诉记者李彦斌还告诉记者，，等产业园休闲旅游热起来后等产业园休闲旅游热起来后，，他计他计

划腾出一两个温棚种植甜瓜划腾出一两个温棚种植甜瓜、、圣女果等特色水果圣女果等特色水果，，让游客体让游客体

验采摘验采摘。。

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的建成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的建成，，盘活了闲置资源盘活了闲置资源，，催生了催生了

乡村产业活力乡村产业活力，，也为当地群众提供务工岗位也为当地群众提供务工岗位。。谢成义介绍谢成义介绍，，

示范园全面投入运营后示范园全面投入运营后，，预计年收入预计年收入 6060余万元余万元，，同时在生产同时在生产、、

管理管理、、经营等各环节可提供经营等各环节可提供 120120 人的季节性务工就业岗位和人的季节性务工就业岗位和

日常后勤保安日常后勤保安、、保洁保洁、、水电维修等水电维修等 1010人的长期性务工岗位人的长期性务工岗位，，季季

节性和长期性岗位优先安排本村脱贫户节性和长期性岗位优先安排本村脱贫户、、监测户及低收入群监测户及低收入群

体体，，辐射带动周边村民务工就业增收辐射带动周边村民务工就业增收。。

““在大棚里干活一年有一两万元的收入在大棚里干活一年有一两万元的收入，，还能兼顾上家还能兼顾上家

里的活儿里的活儿。。””在辣椒棚里忙碌的巴州镇巴州垣村务工人员马在辣椒棚里忙碌的巴州镇巴州垣村务工人员马

永花告诉记者永花告诉记者。。

改造一新的民和县乡村振兴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改造一新的民和县乡村振兴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是民是民

和县着力打造的集温棚种植采摘体验和县着力打造的集温棚种植采摘体验、、休闲垂钓休闲垂钓、、餐饮游乐餐饮游乐

为一体的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基地为一体的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基地。。在谈及如何管好在谈及如何管好、、用好用好

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资源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资源，，谢成义表示谢成义表示，，示范园将持续挖掘示范园将持续挖掘

农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休闲及文化价值旅游休闲及文化价值，，建成集观赏建成集观赏、、采摘采摘、、休闲休闲、、娱娱

乐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乐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助力乡助力乡

村全面振兴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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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七八月的门源，万亩金黄、辽阔壮美的油菜花

海是很多游客对“大美青海”最初的印象。

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百里花海”产业

园主导产业为油菜和青稞产业，园区充分挖掘特色优

势，依托数万亩油菜地，推进“农业+旅游”的农旅融合

新业态，打造赏花经济，发展生态旅游，逐步形成了“农

旅结合、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产业格局。以油菜加工

为主，开发出品牌菜籽油；以青稞加工为主，开发出青稞

方便面、青稞茶等 16 种新产品；以蜂蜜加工为主，开发

出的“雏蜂阁”“百里花海”等蜂产品远销国内外。

通过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示范引领作用，不光主导产

业得以做大做强，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农旅融合休闲

农业也带火了乡村游，为农牧民增加了收入，同时反哺

相关产业的良性发展。

在西宁市湟中区西纳川果蔬现代农业产业园，每逢

周末，就有消费者携家带口采摘黄瓜、西红柿、草莓、葡

萄等果蔬，带动了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发展。

“草莓出来采草莓，葡萄出来采葡萄，只要有时间，

我就会带孩子到田间地头体验采摘，让她感受劳动的快

乐。”在位于多巴镇玉拉村的草莓种植大棚里，西宁市民

周女士告诉记者。

近几年，我省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累计投入资金约

24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3.19 亿元，省财政支农资金

2.69 亿元，州县两级地方财政 3.13 亿元，企业及合作社

自 筹 投 资 14.25 亿 元 ，社 会 资 本 投 入 占 总 投 资 的

64.77%。通过加大投资、齐抓共管，青海探索出了高效

农业生产、特优农产品提升、农产品加工、区域品牌驱

动、循环农牧业发展、休闲观光创意等 6 种类型，依托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初步形成“生产、加工、物流、科

研、示范、观光、综合服务”七种功能，取得了建设资金投

入多元、组织机构健全稳固、三大体系创新推进、科研培

训示范高效、带农富农效益明显、生态绿色举措务实、政

策保障跟进到位七大成效，促进要素集中、产业集聚、企

业集群，形成了农牧业农牧区经济发展新的动力源。

谈到农业产业园未来的发展，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青

川表示：“将适度控制园区总量，提档升级现有园区质量，

做大做强各个园区主导产业，建成一批优势突出、特色明

显、集中连片的生产基地，形成对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有

力支撑。坚持突出主业、多业融合、复合发展，着力现代农

牧产业综合体。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培育多元主体，激发

涉农企业的经营活力，产业园搭台，龙头企业合作社唱戏，

集群发展，以产业园建设引领农业农村现代化。”

在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牦牛藏羊现代农

业产业园，来自草原深处的年轻人在一间间宽敞

明亮的厂房里忙碌着，安装、生产、核对订单、清

点货品……作为省级龙头企业，青海西北弘有机

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入驻到产业园里，主要

从事牦牛藏羊屠宰及精深加工与销售、养殖、活

畜交易等业务。

华毛措是泽曲镇东科日村村民，得益于产业

园区的建设，她成为青海西北弘有机资源开发公

司办公室的检验人员，一家人的生活条件也由此

改变。

泽库县牦牛藏羊现代农业产业园围绕“泽库

牦牛”“泽库藏羊”两大区域特色品种，发展牦牛

藏羊养殖、精深加工及冷链物流产业，总产值达

35 亿元，带动就业人数 3 万余人，产业园内农牧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1.2 万元，高于全县水平

的 30.6%。

镜头转向海西州都兰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青海大漠红枸杞有限公司的枸杞原浆和冻干枸

杞正通过线上线下销往全国各地。作为以枸杞

为主导的农业产业园，都兰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是我省第一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现已建成

全国集中连片种植规模最大、单产产量最高、产

品品质最优的枸杞种植示范基地，探索出了一条

高原生态保护、生态经济效益显著得多赢之路。

2022 年，都兰县枸杞种植面积达 1.45 万余公顷，

有机枸杞种植面积为 2938公顷。

有优质的枸杞做背书，青海翔宇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入驻都兰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后，种植了

133.3 公顷有机枸杞，并实现出口盈利。都兰丰

海枸杞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后起之秀，也开始把销

售网络逐步铺开。2 月 21 日，记者联系公司负责

人马宁乾时，他正在上海洽谈销售合作事宜，“进

军上海是我们今年的重点工作，一定要把柴达木

枸杞的名气打得更响亮，让枸杞产业创造更多价

值。”

经过多年发展，都兰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里，企业开发生产出不同类型、不同包装的鲜干

果、籽油、浓缩汁、干粉、果酒、泡腾片等枸杞产

品。

谈到产业园对枸杞产业的影响，园区副主任

李成业告诉记者：“现在园区正常运行有 33 家企

业、36 个专业合作社以及 15 个家庭农场。在经

历过注重产量而走了些弯路后，这两年，我们调

整发展策略，回归到品质这一亘古不变的核心

上。今年，我们从统防统治、人员培训等方面着

手，让枸杞种植、生产、加工更规范，建立统一标

准，形成规模效应。同时，支持枸杞加工企业回

迁到都兰原产地，并和宁夏枸杞研究院携手发

展，建设新品种试验示范推广基地，通过社会化

服务团队的建立，提升枸杞生产机械化率，降低

成本，提升竞争力。”

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纪辉宗表示：

“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园，就是要结合平台优势，综

合利用资源，锻造特色产业链条，在推动产业链

延伸上强化新举措，促进特色资源优势有效转化

为绿色发展优势。”

数据显示，2022 年，青海输出牛羊肉、冷水

鱼、枸杞等大宗绿色有机产品 80 余万吨，价值

130亿元，农畜产品出口近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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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油菜花海美丽的油菜花海。。 省农业农村厅供图省农业农村厅供图

农业园区农业园区：：多业融合催生产业兴旺多业融合催生产业兴旺
本报记者 潘 玲

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高原蔬菜现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高原蔬菜现
代农业产业园代农业产业园，，农民们正在栽种充满生机的农民们正在栽种充满生机的
秧苗秧苗；；在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牦牛藏羊现在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牦牛藏羊现
代农业产业园代农业产业园，，小羊羔正茁壮成长小羊羔正茁壮成长；；在西宁在西宁
市湟源县循环农业产业园市湟源县循环农业产业园，，马牙蚕豆乘着东马牙蚕豆乘着东
西部协作的西部协作的““春风春风””走进了南京市民的餐桌走进了南京市民的餐桌
……初春时节……初春时节，，穿行于高原大地穿行于高原大地，，可以感受可以感受
到涌动的生机和活力到涌动的生机和活力。。

乡村要振兴乡村要振兴，，产业需先行产业需先行；；产业要发展产业要发展，，园园
区是关键区是关键。。近年来近年来，，青海省把现代农业产业园青海省把现代农业产业园
建设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动力引擎代化的动力引擎，，上下联动上下联动、、整合资金整合资金、、梯次推梯次推
进进、、示范引领示范引领，，聚集打造主导产业突出聚集打造主导产业突出、、科学技科学技
术领先术领先、、联农带农显著的现代农业产业园联农带农显著的现代农业产业园，，推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乡村振兴步伐加快乡村振兴步伐，，产业产业
园建设成效明显园建设成效明显。。截至目前截至目前，，创建完成了都兰创建完成了都兰
枸杞枸杞、、泽库牦牛泽库牦牛、、共和藏羊共和藏羊、、门源油菜等门源油菜等44个国个国
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创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达到园达到2727个个，，其中其中：：牦牛藏羊特色养殖牦牛藏羊特色养殖99个个、、马马
铃薯产业铃薯产业22个个，，果蔬特色种植果蔬特色种植1010个个、、农畜产品农畜产品
加工加工33个个、、草畜循环农牧业草畜循环农牧业33个个、、枸杞枸杞11个个、、富富
硒产业硒产业11个个、、藜麦青稞藜麦青稞22个个。。

主导产业不断壮大主导产业不断壮大

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产业链条不断延伸

农旅融合不断加强农旅融合不断加强 牦牛藏羊产业链延伸产品。 本报记者 潘玲 摄

产业园里工人忙。 本报记者 潘玲 摄

高品质牦牛。 本报记者 潘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