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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果实丰收果实丰收，，粒粒辛苦粒粒辛苦。。
②②盛夏时节盛夏时节，，采摘硕果采摘硕果。。
③③映红脸庞映红脸庞，，鼓起腰包鼓起腰包。。
④④晒出果实晒出果实，，晒出希望晒出希望。。
本报记者 张洪旭 都兰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摄

④④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本报记者 张洪旭 苏 烽 三盘俄日

这是一条由生态资源向经济资源演化而生的开阔路径，
也是一幅借助生态之笔描摹出来的特色产业美好画卷。

柴达木盆地是中国三大内陆盆地之一，属封闭性的巨大
山间断陷盆地。其降水少、日照长、昼夜温差大、积温较高、
土壤偏碱性，是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价值的枸杞的理想产
地。

一路跋涉而来，而今，枸杞产业已成为海西蒙古族藏族
自治州农牧经济重要支柱之一。

海西州都兰县位于柴达木盆地东南部，枸杞资源丰富。
2016年，全县枸杞种植面积达1.15万公顷。但在当年，与其
他枸杞产区相比，都兰县枸杞产业整体发展速度相对滞后、
发展方式相对粗放、产业链条不完整、三产融合程度低等问
题始终牵绊着这一产业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步伐。

近年来，都兰县开启枸杞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寻路之
旅——建设起一个以枸杞为主导优势产业，集生产、加工、物
流、研发、示范、服务、休闲观光等功能为一体的现代枸杞产
业园，成为当地冲破枸杞产业发展瓶颈的新路径，并挑起该
县乃至海西州探索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发展新路径的
大梁。

都兰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伴随阔步发展，通过整合区域
枸杞资源、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探索农业发展内在机制等建
设运行，已展现出现代农业高起点、高效益的新发展格局，并
为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尤其是助力打造绿色有机
农畜产品输出地提供了鲜活的实践范本。

本报记者 张洪旭

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城前往都兰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其间要穿越 200 多公里的路

程。采访路上，车窗外，生命力顽强的骆驼刺、盐爪爪等荒

漠植被随着戈壁一直延伸到远处连绵起伏的群山。

耐旱、耐寒、耐高温是戈壁植物最基本的存活属性，由

此想到此次采访的“主角”——枸杞，同样生长在这样的环

境，还能够对当地带来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价值，不由

地心生敬畏。

在查阅关于枸杞的资料时，有这样一段文字：枸杞历史

源远流长，对华夏文明产生过深刻而久远的影响。枸杞属茄

科类木本植物，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强的全食物抗氧化

剂，具有强力抗癌、防癌、延缓衰老等功能。最早关于枸杞的

文字见载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而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诗

经》中记载枸杞的诗篇就有10首。据考证，中国枸杞自然生

长史距今至少在一万年以上，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约4000年，

食用历史4000多年，药用历史2000多年，人工栽培历史1000
多年，实证了枸杞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达产业园时，正赶上园区为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免费

发放肥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产业园倡导绿色循环发

展，长期以来，坚持向入驻企业、合作社等推广和示范集测

土配方、作物施肥、土壤修复、盐碱改良为一体的土壤综合

技术体系，推进园区绿色循环发展。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留意到，无论是企业负责人还是种

植农户，大家提到最多的话题是产品研发、精深加工及营销

模式等。在这些热议话题的背后，我们深深感受到，园区

“枸杞人”的迫切愿望，就是通过各自最大的努力，使园区产

生集群效应，进一步把都兰枸杞做大做强，打响都兰枸杞品

牌，让生长在这片“温暖”（“都兰”蒙古语意为“温暖”）土地

上的“小红果”迈向更高端的市场，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随行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产业园正逐渐从功能服务

型向智慧服务型产业园转型。围绕产业园枸杞育苗、精深

加工、农业休闲观光旅游等主导产业发展目标，运用 5S 等

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搭建国内领先的产业园农业信息三大

平台。

农业农村部提出，今年将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突

出“土特产”要求，实施全国乡村重点产业提升行动，建立

完善工作推进体系，加快农业全链条升级。支持建设一批

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

深入推进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推介一批农业全产业链

重点链和典型县。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发展特色产业，拓

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如何做好“土特产”文章，同样是产

业园当下以及未来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正如青海翔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有机枸杞种植基地

负责人潘佳所说，打“绿色牌”，延长产业链，利用科技助

力，努力让都兰特色农产品越来越亮。

着眼未来，都兰县枸杞产业前进的步履要真正迈上高

质量发展的轨道，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程需跋涉。不过，

阳光总在风雨后，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枸杞地
蹚出一条特色路

手记

视点

“从来没想过枸杞通过精深加工能变出这

么多的花色产品。”就在不久前，海西州绿色有

机 农 畜 产 品 产 销 对 接 会 在 浙 江 省 台 州 市 举

行。在都兰县特色农畜产品展位前，各类枸杞

“跨界”产品引得台州客商啧啧称奇。

为推动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引进一批枸

杞深加工企业，是产业园近年来构建从繁育到

加工再到品牌营销全产业链的关键一环。

大漠红 100%枸杞汁、雪山红冻干枸杞……

在产业园特色农产品展示大厅，数十种枸杞深

加工产品琳琅满目。工作人员介绍：“枸杞全身

都是宝，叶子可做茶，根可做药材，枸杞籽可做

成籽油胶囊，所谓深加工就是要将这颗小红果

‘吃干榨净’，不断研发新产品。”

目前，产业园建成枸杞产品研发中心，建

立试制车间、实验室及检测室，相继开发枸杞

果酒、枸杞白酒、枸杞酵素等 40 余种产品投入

市场。坚持以农业产业化带动农业现代化，扶

持一批枸杞精深加工企业进行基地建设、科技

研发、生产加工、营销服务一体化经营，着力打

造枸杞精深加工产业集群。

走进青海大漠红枸杞有限公司，在众多深

加工产品中，最吸引眼球的要属“冻干枸杞”，其

制作工序就多达10余项。

“首先要经过采摘、手检、目检、机选、清洗、

三次漂洗、二级循环水清洗的‘考验’，再经过预

冻、速冻、真空脱水，最后一颗颗鲜嫩饱满的枸

杞果被制作成冻干枸杞。”公司生产负责人刘洪

介绍，如果说降水少、日照长、昼夜温差大等自

然环境是一颗上乘枸杞果长成的必要因素，那

么科学养植以及新品种、新技术和新成果的研

发，就是保证产品绿色、有机、无污染，具有良好

的药用价值的重要因素。现在，公司生产的冻干

枸杞不仅走俏国内市场，还远销到了海外市场。

今年春节期间今年春节期间，，青海许多线下枸杞店打烊青海许多线下枸杞店打烊

的时候的时候，，线上门店却十分火热线上门店却十分火热，，各类包装精美各类包装精美

的枸杞产品丰富着人们的年货礼包的枸杞产品丰富着人们的年货礼包。。““11 月中月中

旬各大电商平台启动年货节旬各大电商平台启动年货节，，我们的线上日销我们的线上日销

量都是平时的量都是平时的 22 到到 44 倍倍。。””都兰丰海枸杞有限责都兰丰海枸杞有限责

任公司负责人马宁乾说任公司负责人马宁乾说。。

枸杞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释放出巨大的辐枸杞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释放出巨大的辐

射性和带动力射性和带动力。。今年以来今年以来，，都兰县围绕打造绿都兰县围绕打造绿

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立足建设高原特色生立足建设高原特色生

态农牧业大县定位态农牧业大县定位，，突出突出““枸杞枸杞、、青稞青稞、、藜麦藜麦、、牦牦

牛牛、、藏羊藏羊””特色产业特色产业，，依托依托““神奇柴达木神奇柴达木””区域公区域公

共品牌共品牌““借船出海借船出海””，，创建出创建出““都兰优品都兰优品””特色品特色品

牌牌，，以枸杞产业品牌为龙头以枸杞产业品牌为龙头，，为品牌强农再次为品牌强农再次

聚力赋能聚力赋能。。

以枸杞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为支点以枸杞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为支点，，撬动都撬动都

兰县农畜产业结构整体调整向优兰县农畜产业结构整体调整向优，，培育出新型培育出新型

产业载体产业载体，，成功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成功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省省

级藜麦青稞产业园级藜麦青稞产业园，，搭建平台搭建平台，，发布新华发布新华··柴达柴达

木枸杞价格指数木枸杞价格指数，，引进培育省级农牧业龙头企引进培育省级农牧业龙头企

业业 44 家家，，开发生产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生产线开发生产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生产线 4040
余种余种，，培育企业品牌培育企业品牌 2020余种……余种……

如今如今，，枸杞产业的发展潜力和后劲日益彰枸杞产业的发展潜力和后劲日益彰

显显，，并衍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并衍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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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翔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有机枸杞种植基地

（以下简称“翔宇种植基地”），位于产业园西部，占地约

133.3公顷的枸杞林地一片片相连，蔚为壮观。

修剪枝条、除草、浇水、施肥……林地间，来自当地

以及云南、贵州等外地的农人穿梭其中，为今年的果实

大丰收忙碌不停。

“这是去年建设的 3.33 公顷防虫网全覆盖试点林

地，其余周边是以往防虫网半覆盖林地。”翔宇种植基

地负责人潘佳介绍，基地针对木虱、蚜虫、负泥虫等病

虫害绿色防控，主要采取物理防治和有机生物农药防

治两种措施。目前，防虫网全覆盖试点项目还在进行

中，如若达到预期效果，基地将会对所有林地进行更

换。

今年是翔宇种植基地开垦荒地栽植有机枸杞的第

11 个年头，对于这家公司来说，这十年，是公司和周边

农户共同进步、共同致富的十年。公司总经理张叶德

说：“企业连续多年获得中国和欧盟有机‘双认证’，助

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坚定不移生产有机

枸杞是企业矢志不移的目标。”

“近期，我们主要在林地间进行捡除草灌、树根等

杂物和破除土地较大土块等工作。”潘佳走进一片林地

介绍，为保证有机枸杞质量，基地根据枸杞种植实际需

水量，实行定额灌水，把以往大水漫灌变为滴灌，降低

因水分下渗而引起的地下水位上升和土壤盐碱化。并

增施有机肥，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团粒结构和持水保

肥能力。

同时，基地还长期收购周边牧场的羊板粪，把羊粪

发酵后作为有机肥料，这一举措既解决了基地肥料需

求，也方便牧民变废为宝、增加收益。

园区企业推进绿色发展的“涓涓细流”，映现出当地

在牵引产业良性健康发展中汇成的“粼粼波光”。

为防止耕地营养失调引起土壤退化和污染，产业园

一直坚持对园区土壤进行定期化验，根据化验结果提供

施肥配方及生产配方肥料，在园区内大力推广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做到园内一户一测土，一户一配肥，应用测土

配方施肥技术，建立“测土、配方、配肥、供肥和技术指

导”一体化的农化服务体系，有效化解了肥料投入的难

题。

为保障枸杞品质为保障枸杞品质，，除了改善土壤环境除了改善土壤环境，，种业同样重种业同样重

要要。。在翔宇种植基地的枸杞良种繁育基地里在翔宇种植基地的枸杞良种繁育基地里，，工人们正工人们正

忙着为新培育的枸杞苗浇水忙着为新培育的枸杞苗浇水。。

潘佳说潘佳说，，这是一个需要由园区多家企业共同完成的这是一个需要由园区多家企业共同完成的

试验项目试验项目，，他们企业主要承担对新育苗开展炼苗试验他们企业主要承担对新育苗开展炼苗试验。。

所谓炼苗所谓炼苗，，是指从温室大棚转移到温室外是指从温室大棚转移到温室外，，锻炼种苗在锻炼种苗在

环境条件改变的情况下逐渐适应的过程环境条件改变的情况下逐渐适应的过程，，等新育苗适应等新育苗适应

外界环境条件后再对其进行外界环境条件后再对其进行““定植定植””。。

据了解据了解，，产业园持续打造枸杞技术研究产业园持续打造枸杞技术研究、、示范示范、、推广推广

技术高地技术高地，，重点建设了良种资源快繁重点建设了良种资源快繁、、高效栽培高效栽培、、高效利高效利

用与高端产品三大研发平台用与高端产品三大研发平台，，建立首席专家制度和人才建立首席专家制度和人才

引进制度引进制度。。目前目前，，储备相关技术人员储备相关技术人员 1313 人人，，科技贡献率科技贡献率

提高至提高至 6868%%以上以上，，科技入户率达科技入户率达 100100%%。。园区科研站所共园区科研站所共

研发新品研发新品 4646 个个，，累计引进繁育新品种累计引进繁育新品种 33 个个，，推广应用新推广应用新

技术技术 33项项。。

有数据显示有数据显示，，截至截至 20222022 年年，，都兰县枸杞种植面积达都兰县枸杞种植面积达

11..4646 万公顷万公顷，，全县认证绿色食品枸杞种植基地全县认证绿色食品枸杞种植基地、、有机食有机食

品枸杞种植基地达品枸杞种植基地达 00..6767 万余公顷万余公顷 ，，已通过欧盟已通过欧盟 ECOECO⁃⁃
CERTCERT、、德国德国 BCSBCS 等国际知名认证机构认证的有机食品等国际知名认证机构认证的有机食品

红果枸杞面积达红果枸杞面积达 00..55 万公顷万公顷，，已拥有绿色农产品企业已拥有绿色农产品企业 1616
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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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1 日，烈日当头。在都兰庄奇枸杞有限

责任公司枸杞种植基地，一排排刚发出嫩芽的枸

杞林迎着艳阳挺立在种植区。“别看眼前这些枸

杞树刚钻出绿芽，过两个月你再来，大串大串的

枸杞果子就挂满了树枝，那就是另一幅美丽景象

了。”公司负责人杨明说。

数年前，都兰庄奇枸杞有限责任公司入驻都

兰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以下简称“产业园”），主

营枸杞种植、批发、零售等。经过几年运营，公司

的发展已风生水起，拥有了自己的枸杞加工厂、

烘干厂及精深加工车间等，成为当地枸杞产业知

名企业。

颗颗枸杞在产业发展中外化出巨大的经济

效益，企业借势“扬帆”，产业因势“启航”，这与其

身后积聚的强大推力息息相关。

都兰县枸杞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始于此前

的一场产业“洗牌”。面对都兰枸杞种植以小规

模散户为主的状况，都兰县不断提升枸杞的产业

位置，建立“四级联动”机制、规划产业园建设方

向、拿出“高原特色生态农牧业大县”专项方案

等，使都兰枸杞尤其是诺木洪枸杞的知名度、美

誉度和影响力乘势而上、快速提升。

潮平海阔，风正帆悬。都兰县主动进位，全

力融入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推动

枸 杞 产 业 成 为 当 地 特 色 农 业 经 济 发 展 的“ 主

角”。为壮大枸杞产业体量，都兰县从政策、项

目、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发力，破瓶颈、补短

板、提质量、增效益，推动枸杞种植从分散型、粗

放型、个体型“单打独斗”式发展向集约化、标准

化、规模化方向发展转型。

49 岁的王生海种植枸杞多年，如今，他是产

业园内都兰绿林枸杞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在他看来，规模化种植的枸杞合作社能取代传统

农户种植，是因为后者无法跟上枸杞市场的发展

步伐。“当时农户种植，没有经验更不掌握科学种

植技术，销售门路单一、缺乏品牌意识等问题制

约产业整体发展。走上规模化、集约化的路子，

枸杞产业才能走稳、走好。”

从“单打独斗”到打造“产业航母”，枸杞产业

渐入“规模作战”、追逐高质效发展的“航道”。

产业园定期组织科技培训、推进“一控两减三基

本”和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探索建立“产业园+龙

头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等发展模式、建立联农

带农机制、加强品牌宣传拓宽销售渠道……

一系列顶层设计和标准化扶持，产业园涌现出

大漠红100%、御杞堂、乌蓝宝等11个商标；培育了

青海大漠红枸杞有限公司、青海诺木洪农林产业有

限公司2个国家级和5个省级龙头企业。目前，产

业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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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

种植面积达1.202万公顷。截至2022年，产业园枸

杞产业一、二、三产业产值合计49.31亿元。

产业园主任刘华伟说：“目前，园区共有 43
家企业、28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及 15 户家庭农场

入驻，拥有省、州、县级科研院所、技术中心及农

技推广部门等科研机构 1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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