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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从 5 月份开始，甘肃榆中县三
角城乡高墩营村的菜农刘展每天都关注
全国的天气预报。

“特别是北方蔬菜产区的天气，有点
风雨灾害，直接影响我们这里的蔬菜价
格。”种了十几年菜，刘展对蔬菜市场的
规律了然于胸，“虽然隔着上千公里，但
是这些地方的蔬菜上市时间跟我们只能
错开几天，万一受天气影响挤在一起上
市，那就会造成价格大跌”。

榆中县是全国无公害蔬菜生产示范
基地县，也是兰州高原夏菜主产区和甘
肃省“北菜南运、西菜东调”最大的产
地型蔬菜集散中心。榆中县蔬菜产业发
展中心副主任滕辉告诉记者，2018年全
县计划蔬菜种植面积达44万亩，总产量
110 万吨，预计实现产值 18.5 亿元，农
民人均蔬菜纯收入占全县农民人均纯收
入的三分之一。

标准化种植——

创出高原夏菜品牌

榆中县大力推广无公害蔬

菜标准化生产技术，首创了蔬

菜质量监管“联户联保”组织

化管理模式，将40个蔬菜生产

重点村确定为无公害蔬菜标准

化生产示范村，全面推行质量

监管“联户联保”制

经过10多年的经验积累，榆中县大
部分菜农都像刘展一样，对市场变化很
敏感，但他们对蔬菜种植却保持着新
鲜感。

“最开始全靠自己摸索着种，后来就
是靠经验，最近几年反而要从头学。”刘
展站在自家菜地里笑呵呵地说，“现在是
标准化种植，从种苗、到管理，都有严
格的操作规范，这样种出来的菜品质
好、价格也高，我家六七亩地的菜每年
能有3万多元的纯收入。”

记者了解到，榆中县位于甘肃中
部，境内海拔在 1400 米至 3700 米之
间。由于海拔差异大、地形及气候特点
多样，造就了高原夏菜生长周期长和种
类的多样性。每年 5月份到 11月份，这
里盛产30多个种类的蔬菜，是全国冷凉

型蔬菜生产基地，也是夏秋季全国销量
最大的蔬菜基地。

腾辉介绍说，自从2002年建设无公
害蔬菜生产基地以来，全县大力推广无
公害蔬菜标准化生产技术，同时注册了

“兰州高原夏菜”商标，并将其打造成兰
州乃至甘肃省的重要农产品品牌。

推行标准化生产，榆中县首创了蔬
菜质量监管“联户联保”组织化管理模
式。近年来，榆中县又将蔬菜种植乡镇
的40个蔬菜生产重点村，确定为无公害
蔬菜标准化生产示范村，每村都设立了
无公害蔬菜标准化生产标识牌和农药使
用警示牌，全面推行质量监管“联户联
保”制，每户都印发了一个“榆中县无
公害蔬菜标准化生产档案袋”，建立了蔬
菜生产原始记录，并先后创建了全国无
公害生产和标准化示范县。

目前，榆中县已认证“三品一标”
150 个，其中无公害蔬菜产品认证 116
个、绿色食品认证31个、地理标志产品
认证 3 个。在县域南部二阴山区建立了
冷凉型高山绿色蔬菜生产基地，被甘肃
省进出口检验检疫局确定为出口蔬菜生
产基地。

为加强蔬菜质量监管，榆中县在 17
个蔬菜种植重点乡镇的 120 个村，共配
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员 240 名，初步
形成了监管网络健全、监管队伍合理的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全县已建立
57座无公害蔬菜质量检测站，配备了专
门的检测设备，培训了专业的检测人
员，实现了从生产到销售的全程检测。

经连续多年抽样检测，榆中县蔬菜
质量名列全国前列，2016年全县共完成

蔬菜样品检测10万多例，合格率达到了
99.9%。

产业化联盟——

“抱团取暖”闯市场

榆中县组建了兰州高原夏

菜产业化联盟，通过企业与技

术单位的结合，实现蔬菜品种

的多元化、产业体系集约化、

蔬菜种植规模化、技术成果商

品化，进而推动全县蔬菜产业

升级

4月7日，榆中县兰州高原夏菜产业
化联盟成立。不到一个月时间，这个以

“抱团取暖”为目的的联盟就已经拿到了
1万多吨蔬菜订单。

“以前我们都是等客商上门，市场风
险太高。”榆中康源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生
产部经理王刚现在有了新身份，他兼任新
成立的兰州高原夏菜产业化联盟秘书
长。王刚告诉记者，联盟成员有43家，包
括了蔬菜种植、经销、包装、贮藏等各个环
节的企业，“大家互通信息，统一标准，一
头抓种植，一头跑市场，通过压茬种植，不
让菜农盲目跟风，化解了市场风险。同
时，我们的基地直供市场，减少中间环
节，增加了菜农收入”。

记者了解到，榆中县蔬菜产业在形
成种植规模与品牌优势后，却面临着组
织化程度低、龙头带动较为薄弱、品牌
化销售利益链条不长、产品质量效益还
不高等发展瓶颈。为此，榆中县农林局

与蔬菜企业、合作社多次对接，经过大
半年筹备，组建了榆中县兰州高原夏菜
产业化联盟。联盟成员单位覆盖全县川
区、南部山区18个乡镇，围绕全县高原
夏菜种植、加工、销售等产业环节开展
服务，通过企业与技术单位的结合，实
现蔬菜品种的多元化、产业体系集约
化、蔬菜种植规模化、技术成果商品
化，进而推动全县蔬菜产业升级。

同时，为拓宽销售渠道，榆中县将
扶持龙头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组建
成立连锁经营实体，开展蔬菜精深加
工。腾辉表示，榆中县将力争到 2020
年在兰州市主城区设立榆中农特汇生鲜
直营店 300 家，通过对蔬菜精细包装，
拉长其保质保鲜期，全力开拓以大中城
市为主的群体消费市场，提高蔬菜产品
附加值。

外向型经营——

蔬菜产品“走出去”

投运后的兰州国际高原夏

菜副食品采购中心在夏秋季

节，“集西北、卖全国、出东

盟”；在冬春季节，“集全国、

卖西北、出西亚”

驱车行驶至连霍高速榆中段的定远
出口附近，路北侧不远处便可看到“兰
州国际高原夏菜副食品采购中心”巨大
招牌。今年 5 月中旬，这座占地面积
4800多亩的综合市场里，蔬菜、水果功
能区将投入运营。

“这个市场是西北地区最大的菜篮子
工程，总共有 12 个功能区，除了蔬菜、
水果，还有粮油副食等等，只要嘴里吃
的东西，这儿都有。”兰州高原夏菜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蒋建伟就是榆中县
定远镇蒋家营村的人，他告诉记者，今
天这座大型市场的出现，离不开之前20
年里，当地村民靠蔬菜经销奠定的基础。

1998 年，榆中县第一家蔬菜企业
——蒋家营蔬菜保鲜库投入经营后，全
县蔬菜开始从产地直接销往终端市场，
实现了向产业化发展的第一步，带动了
蔬菜种植面积逐步扩大。

在兰州国际高原夏菜副食品采购中
心投运之前，榆中县已培育发展蔬菜龙头
企业 42 家，总库容量达 13 万吨，在定远
镇至蒋家营村4公里的距离内，就聚集了
18 家蔬菜保鲜库。同时，全县还有 480
家专门从事蔬菜生产销售的专业合作社。

腾辉介绍说，这些企业将榆中县的
蔬菜产品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年
外销蔬菜 130 万吨，其中销售本县蔬菜
80 多万吨，销售周边地区蔬菜 50 多万
吨 。 90%的 产 品 销 往 东 南 沿 海 地 区 ，
10%的蔬菜产品出口日本、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

在兰州国际高原夏菜副食品采购中
心所有功能区全部投运后，这里的蔬菜
总交易量将达 280 万吨。其中，兰州区
域的蔬菜占六成左右，其余部分来自甘
肃省内其他地区，以及宁夏、青海的蔬
菜，交易额将超过160亿元。

“完全投运后，这个市场将成为我国
西部的高原夏菜展示中心、电子结算中
心、新品种培育中心、外贸中心以及检
测中心、信息中心。”蒋建伟告诉记者，
作为“南菜北调、西菜东输”的龙头集
散中心，兰州国际高原夏菜副食品采购
中心将利用南北季节差异，在夏秋季
节，“集西北、卖全国、出东盟”；在冬
春季节，“集全国、卖西北、出西亚”。

从高原夏菜种植基地到西北蔬菜集散中心

甘肃榆中：西北“菜园子”成品牌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发明

走进“中国校具之乡”——江西
省南城县株良镇，扑面而来的是一番
生产繁忙、销售旺盛的景象。从曾经
的一家一户小产业到形成面板压缩制
作、五金加工、塑料加工为一体较为
完备的产业链；从家门口卖个“油盐
钱”到出口创汇收入丰，南城小校具
形成大产业，成为江西镇村经济一张

“金名片”。
株良镇素有“木工之乡”美誉，是

家喻户晓的“木匠窝”。不过，原来村民
学习木工主要是为了养家糊口，自己加
工点桌椅板凳等日用品到集市上卖，或
学会木工手艺后打零工挣钱。2002年的
春天，既是木匠又是路东村村党支部书
记的刘应龙率先组织本村10多户课桌加

工大户联股，成立了全县第一个“课桌
经营公司”，并在全国 10 多个省市设立
了销售窗口，发展校具加工户 126 户，
占全村农户总数半数以上，年产值超过
3000万元。

小校具能发大财，在株良镇，校具
产业迅速发展点燃了许多人的创业热
情，但产品竞争力低的劣势也逐渐显示
出来，必须另寻出路，加快产业转型升
级。为此，南城县一方面促成企业由原
先的木制课桌转向钢制结构，促使课桌
产业不断优化升级，并制定优惠政策，

鼓励木制课桌企业对现有设备更新换
代，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校具加工大户
吴火应投资 300 余万元，购置了冲床、
切割机等设备，建起全县第一条钢制校
具生产线，当年便生产钢制课桌 60 多
万套、铁床 4 万张，产值达 4000 余万
元。在他的带动下，全县校具加工户纷
纷转产钢制校具，全县目前拥有完整冲
床、切割流水线的校具企业 100 多家，
生产过程中喷漆实现了全自动化，整个
生产过程实现了半自动化。另一方面，
南城县 50 多家校具企业联合组建南城

课桌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参加
招投标活动、统一组织原材料供应、统
一调度和分配企业供货、统一结算等，
减少了中间环节，使原先各校具企业和
加工户的单兵“出击”转变为协会抱团

“ 作 战 ”， 从 而 提 升 了 校 具 行 业 总 体
效益。

与此同时，校具企业纷纷建立了校
具研发销售队伍，加大对校具企业产品
品牌打造、新产品设计，以适应市场需
求变化。截至目前，株良镇拥有自主品
牌企业 28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16
家，省名牌产品企业 5 家，省著名商标
企业 5 家，拥有各项实用新型及外观设
计专利18个。南城县生产的校具产品畅
销20多个省区市，在全国90%的大中城
市设有分公司 （销售部），市场份额占全
国的三分之一多。同时，南城县建立了
涵盖 10 多个国家的校具国际营销网络，
让小校具走上国际市场。

江 西 南 城 小 校 具 走 俏 全 国
本报记者 赖永峰 通讯员 彭国正

适合发展风电的地方
多，但能输出电力的地方
少，弃风、窝电是风电场
普 遍 存 在 的 问 题 。 近 日 ，
记者在吉林白城地区通榆
县采访发现，这里的风电
借助扎鲁特旗至青州特高
压工程通榆段项目实现完
美输出。

在通榆县华能新能源新
华风电场总控制室，记者看
到 60 多 台 风 机 满 负 荷 运
转。据介绍，电场同比去年
多发电58.1%。

吉林省西部地处大兴安
岭和长白山脉之间的西南气
流通道上，是国内优质的内
陆风场，仅辖内通榆县可开
发的风电容量就有 1600 万
千瓦以上。1999 年，通榆
县建成了吉林省第一个风力
发电场。近年来，华能、龙
源等公司在此投资，2009
年吉林省建设了230万千瓦
风电基地，但只有 49.5 万
千瓦能够并网输出，弃风现
象普遍。

2016 年 8 月 16 日国家
核准建设扎鲁特旗——青州
特高压直流工程，今年2月
份该项目投产运行后，将风
电源源不断输送到山东青
州。截至3月末吉林省共输
出包括风电和光伏电的清洁
能 源 达 到 17.8 亿 千 瓦 时 ，
有效缓解了吉林西部弃风窝
电问题，让清洁能源能够

“走出去”。
据介绍，该项目不仅

直接拉动了存量风电的有
效利用，还促进了风电基
地的大规模开发，目前仅
在通榆县就有在建 5 万千
瓦的风电场 46 座，总投资
206.3 亿元。全部项目将于
2020年完成。

清洁能源外送不限于风电，还有通榆的光伏电。
截至目前，通榆光伏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为 15 万千
瓦。据介绍，通榆县光伏产业项目与扶贫直接挂钩，
预计到 6 月 30 日，全县光伏扶贫产业扶持建档立卡户
11736户，每户每年收益 3000元。

随着风电、光伏电等通过特高压线路“走出去”，
以及清洁能源在当地消纳的不断增加，吉林省风电产业
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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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榆中县是全国无公

害蔬菜生产示范基地县，也

是兰州高原夏菜主产区和甘

肃省“北菜南运、西菜东

调”最大的产地型蔬菜集散

中心。全县大力推广无公害

蔬菜标准化生产技术，注册

了“兰州高原夏菜”商标，

并将其打造成兰州乃至甘肃

省的重要农产品品牌。目

前，榆中县已认证“三品一

标”15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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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郑杨报道：广东东莞市日前召开深入
推进企业高质量倍增发展现场会，宣布启动“倍增计
划”升级版，扩大该市“倍增计划”政策效应，着力打
造一批高质量发展的优秀企业群，推动286家试点企业
加快实现倍增、1000 家以上的企业实现协同倍增，加
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去年年初，东莞市政府出台“一号文”宣布实施重
点企业规模与效益“倍增计划”，推出20条高含金量的
政策措施，通过优化产业、土地、资本、人才等要素供
给，突破影响优质企业发展的核心瓶颈制约，强力支持

“倍增计划”试点企业实现内涵增长和集约转型。
此次会上，东莞市领导为 2017 年度提前实现倍增

计划的“名誉试点企业”授牌，并公布了 2018年东莞
市“倍增计划”试点企业名单，有 36 家名誉试点企
业、250家市级试点企业共286家企业入选。同时，今
年东莞将实施协同倍增计划，选取 1000家以上企业纳
入协同倍增企业库，在企业最关注的产业、人才、资
本、土地、服务等重点领域，为其配置一批具有较高含
金量且可成熟推广的扶持政策。

同时，东莞在原有“倍增 20 条”基础上，出台了
“倍增新 10条”。东莞将强化“倍增计划”执行力，着
力解决土地制约，提升行政服务效率，加大金融服务，
优化人力资源，加强企业家服务，以更大力度营造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环境。

本报讯 记者马玉宏、通讯员李莎莎从中铁二十一
局获悉：目前青藏铁路格拉段扩能改造工程已经完成
95%的工程量，8月底将全部完工。

据悉，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北起格尔木市，
基本沿青藏公路南行，经纳赤台、昆仑山口翻越昆仑
山，途经五道梁、沱沱河、雁石坪，翻越唐古拉山进
入西藏自治区。中铁二十一局格拉段扩能改造工程指
挥部安全总监赵中仝说，中铁二十一局格拉段扩能改
造整体施工过程中，始终把环境保护作为重中之重，
坚持做到“少破坏、多保护；少扰动、多防护；少污
染、多防治”，确保铁路沿线景观不受破坏，地表水
和地下水不受污染，高原野生动物不受侵扰，植被得到
有效保护。

青藏铁路承担着沿线与内地省区市的长途客货交
流，格拉段扩能改造项目的实施将提高沿线地区的交
通运输能力，促进沿线地区发展及资源开发保护。同
时，此次青藏铁路扩能改造也为“十三五”时期青藏铁
路电气化改造做好了准备。

环境保护作为重中之重

青藏铁路格拉段扩能改造顺利推进

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广东东莞启动“倍增计划”升级版

目前，江西南城县校具生产实现了半自动化。同时，组建南

城课桌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参加招投标活动、统一组织

原材料供应、统一调度和分配企业供货、统一结算等，减少了中

间环节，提升行业总体效益

榆中县三角城乡的一家蔬菜育种企业的工作人员在除草榆中县三角城乡的一家蔬菜育种企业的工作人员在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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