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模式创新突破传统农业“天花板”
——甘肃庆阳“三元双向”循环农业发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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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肃，庆阳绝对是“传统农业大户”，其粮

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分别占甘肃省的 1/7 和 1/8。

虽然拥有资源优势，现代农业发展仍然需要更多

“新东西”。这几年，庆阳为了突破农业发展“天

花板”，一直在探索实践“三元双向”循环农业模

式。据了解，这种模式是以种植业、养殖业、菌业

产生的废弃物作为资源，将农作物秸秆和果木枝

条、动物粪便、菌业袋料作为“三元双向”循环农

业的关键载体，完善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有效

路径。

庆阳市委书记黄泽元认为，“三元双向”循环

农业是庆阳农业独特的竞争优势，也是农业转型

升级的方向。记者从庆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

通过发展“三元双向”循环农业，庆阳优势特色产

业蓬勃发展，农业绿色技术集成推广，现代农业

产业体系基本构建。当地“牛羊猪鸡果菜菌药”

八大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 407 亿元，贡献农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6500 元。同时，庆阳农业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水平显著提升，畜禽粪污综合利用

率、秸秆综合利用率、食用菌袋料资源化利用率

分别达 84.7%、91.2%、95%。

单一产业转向成链集群

庆阳得以发展“三元双向”循环农业，与其独

特的气候特点、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以

及市场需求等密不可分。

“经过多年探索，我们的种植业、养殖业已

经比较成熟。同时，庆阳年均气温对食用菌的

生长极为有利。”庆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宏

睿分析说，从资源看，庆阳种植业、养殖业产

生的秸秆、果木枝条、畜禽粪污等均为菌业最

好的袋料。

甘农蘑力（庆阳）农业发展公司正是为此而

来。2023 年，他们在庆阳市宁县焦村镇西李村落

户，计划建设包括蘑菇基料发酵厂、全自动控制

栽培车间、采收车间、爱尔兰示范大棚和精深

加工车间等设施在内的双孢菇生产基地。去年

6 月，一期项目已经投产，预计今年 9 月份菌料产

业链投产，将形成从原料端到产品终端的产业

闭合。

“食用菌工厂需要一定半径范围内的原料保

障。”在试生产的一座爱尔兰大棚内，该公司总经

理姚亮指着正在采收的双孢菇说，这里生产的菌

种原材料主要来源于庆阳周边 200 公里范围内

的麦草和鸡粪。姚亮拿起一片打理干净的双孢

菇介绍，工人剥下的外菇和菇根部分富有高蛋

白，既能作为动物饲料和高蛋白食物添加，也能

作为种植业的有机肥还田。“这样就把种植业、养

殖业、菌业 3 个产业循环起来了。”姚亮说，项目

建成后，预计年消化小麦秸秆 14 万吨、鸡粪 9 万

吨，生产基料 28 万吨、有机肥 12 万吨。

3 个产业间的互动循环，从理论上看似简

单，实则需要区域内产业基础支撑。以往申报创

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都是以县为单位，但

庆阳最终成为为数不多整市获批创建先行区的

地方。“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考虑到各县区资

源禀赋各异、发展基础不同，同时发展种养菌

3 个产业既不切合实际，也不利于做大做强。”黄

泽元说，只有全市一盘棋，县区打好各自优势仗，

才能形成大循环。

为此，庆阳围绕“牛羊猪鸡果菜菌药”八大主

导产业，按照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打造，带动农业

增加值稳定增长。其中，对种植、养殖、菌业进行

一体培育，在种植业上保粮、提果、增菜和优药，

在养殖业上区域化布局、集约化发展，同时加快

发展菌业，把资源利用水平大幅提升起来。

庆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小雷说，菌业对

土地依赖较低，但产值较高，随着大食物观的树

立，未来市场前景广阔。因此，在“三元双向”循

环中，庆阳将种植业作为基础，养殖业突出牵引，

菌业则起到了循环纽带的作用。

2018 年，庆阳女孩孙晓媛就看到了家乡发展

菌业的独特优势，开始探索生产香菇。“香菇以前

是南方地区在 10 月份到来年 4 月生产的菌类，北

方春夏季生产的香菇可以错峰上市。”在多地考

察学习后，孙晓媛在庆阳市庆城县驿马镇成立了

甘肃鹏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近几年将香菇产业

做得风生水起，“普通鲜香菇一斤 5 元左右，我们

的一斤卖到 8 元，还供不应求”。

孙晓媛的香菇为啥贵？“不少香菇产地夏季

气温太高，出菇量少，庆阳因为气候冷凉，每年夏

季也可以正常出菇，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孙晓

媛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庆阳香菇品质好，

因为是以纯果木为原料。目前，鹏旭农业的香菇

生产大棚已达到 190 座，还生产菌棒延伸产业

链，每年可消化当地果木枝条 5000 吨以上。

2023 年，庆阳市生产食用菌菌棒 5965 万棒，

食用菌产量达 1.52 万吨，产业发展迅速成势。

资源利用转向闭合循环

2022 年 5 月 28 日，从事食用菌产业多年的东

北人徐永久，一到庆阳便听说了“三元双向”循环

农业模式，当时就感觉“眼前一亮”，因此，他对这

个日子记得特别清楚。

“这个思路非常好，以食用菌为纽

带，一边挂着农业，一边挂着养

殖业，3 个产业循环起来，

非常贴合当地实际。”

如 今 ，徐 永 久 已

是庆阳晶晶

生物科技

有 限 公 司 总 工 程 师

兼 任 庆 阳 市 食 用 菌

产 销 协 会 会 长 。 近

两年来，该企业已经在

庆阳建起黑木耳菌种选

育基地，采用国内先进的

全自动菌棒装袋机、高温高

压灭菌锅、全自动接菌线和

自主知识产权的培养架，助力当地

菌业高质高产。

前几天，晶晶生物科技刚发货 10 万

袋黑木耳菌袋，只检出 30 袋不合格的产

品。“在庆阳，产品合格率可以达到 99.97%。”徐永

久认为，这与企业的自动化设备关系很大，此外

庆阳的气候也很好，在东北一年最多做两季，在

庆阳可以做到三季。

目前，晶晶生物科技日产能已经达 10 万袋，

每年可消化硬杂木 3 万吨。同时，企业产生的菌

袋废料可用于有机肥生产。徐永久说，庆阳种植

果园、蔬菜对有机肥需求量大，他们的菌袋废料

与当地的牛粪、羊粪混合发酵后，生产出有机肥，

产品已经普及开来。

当前，庆阳多个县区正在积极建设区域畜禽

粪污集中处理中心。

宁县源之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建设的区域

性畜禽粪污集中处理中心已基本投运。该项目

将种植业产生的秸秆、养殖业产生的畜禽粪便、

食用菌产业产生的菌渣转换为沼气和有机肥料，

沼气用于生产生活用电，沼渣、沼液为附近果园、

蔬菜提供有机肥。

在庆阳市西峰区彭原镇鄢旗坳村的现代农

业产业园内，畜禽粪污资源化处理中心也在建

设中。“这个项目是我们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

区推进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建成后，可

处理各类有机废弃物 15 万吨，产沼液肥 8 万

吨。”西峰区农业农村局局长李兴科告诉记者，

通过“以废换肥”“送肥入棚”“示范用肥”等

惠农模式推广消纳，使全区畜禽粪污综合利用

率达 95%以上，畜禽粪肥替代化肥比例达 30%

以上，建成粪污综合利用示范基地面积达 4 万

亩以上。

正如徐永久所判断的一样，畜禽粪污资源

化处理中心之所以加快建设，是因为市场需

求旺盛。在位于西峰区肖金镇米王村的万润园

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200 多座日光温室

里，有机肥已经被种植户普遍认可。“以前不懂

技术，主要使用复合肥。现在有经验了，有机

肥的效果更好。”米王村村民焦小燕种了 4 座日

光温室的蔬菜，一座温室每年收两茬，均以使

用有机肥为主。

肖金镇副镇长田飞说，对于蔬菜产业来说，

在“ 三 元 双 向 ”

循环模式中，

不仅以使用有机肥为主，对尾菜的处理也有了解

决办法。以万润园为例，这里建了一个简易的尾

菜处理中心，养蚯蚓吃尾菜，蚯蚓排泄物作为肥

料还田。初步探索出这种模式后，他们正在对尾

菜处理中心改造提质，提高群众种植收益。

在构建区域大循环的同时，庆阳市还畅通产

业间的小循环，提出尽可能实现废弃物资源就地

就近转化利用。在种植业方面，突出农作物秸秆

和果木弃枝转化利用，初步建立“农户定点交售、

村级网点收集、企业加工利用”的收储利用体系，

推进秸秆果木弃枝饲料化、肥料化、基料化利

用。养殖业方面，突出畜禽粪便转化利用，推进

畜禽粪污肥料化、基料化利用。菌业方面，突出

菌糠转化利用，培育菌糠菌渣加工利用企业，采

用堆肥处理、燃料生产、苗床基质、饲料添加等方

式，提升菌糠菌渣肥料化、燃料化、饲料化利用

水平。

据统计，2023 年，庆阳市产生秸秆 159 万吨，

利用率达 91.2%；果木枝条 34 万吨，有 21.8 万吨

实现综合利用；畜禽粪污 1066 万吨，903 万吨实

现利用；产生菌渣 4 万吨，3.8 万吨实现利用。

单打独斗转向集约经营

在推进“三元双向”循环农业过程中，庆阳市

形成一个共识：产业做大做强，仅靠单家独户不

行，需要龙头企业带动、农户积极参与。特别是

菌业的发展，需要在农户和龙头企业之间形成一

个利益联结机制，既可拓宽农民收入渠道，又可

减轻龙头企业投资压力。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甘农蘑力、晶晶生物

科技、鹏旭农业等企业都是依托各具特色的联农

带农机制，通过“龙头企业管两端，中间交给群众

干”的方式，实现企业与农户共赢。其中，龙头企

业具体负责生产菌棒、培育菌种的前端和市场销

售的后端，把养菌出菇这个中间环节交给千家

万户。

在养殖业发展中，集约化经营在庆阳市日益

成为主流。“我们引进正大集团这个龙头企业，辐

射全区 118 个养殖合作社，带动 5000 多户

农户增收，形成联动带农机制。”西峰

区畜牧兽医站站长高继东说，近几

年，西峰区养猪产业快速发展，饲

养量从 2019 年的 3.5 万头增长

到 2023 年的 25 万头。其中，

500 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场

中，有 70%都是以“三定六

统一”模式进行养殖。

所谓“三定六统一”

生 猪 生 产 模 式 ，就 是

龙 头 企 业 定

仔猪饲料价

格 、定 育 肥

猪回购标准、定育

肥猪回购价格，统一良种

仔猪、饲料供应、技术指导、疫病防控、购买保险、

回收屠宰，推动产业规模化、标准化、绿色化生

产，并带动种植业、养菌产业协同发展。高继东

认为，这种精细管控基础上的集约化发展模式，

可以防止生猪市场价格波动对养殖户造成冲

击。比如，今天的毛猪价格一公斤 15 元，“三定”

户每头猪可以赚七八十元，普通养殖户可能每头

猪会亏损一两百元。

庆阳还总结推广全舍饲工厂化养殖、全混合

日粮标准化饲喂、全基因组良种化选育、全畜群

无规定疫病免疫净化、全过程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的“五全五化”肉羊养殖模式；安全化、标准化、自

动化、智能化、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全供应链、全

循环链的“四化四链”肉鸡生产模式。

在庆城县高楼镇杨塬村，庆阳奥群牧业公司

建成了现代肉羊产业园。通过“育繁推”一体化

发展，改善当地养殖品种，增加农户收益。“我们

引进‘澳白’品种，同等饲养条件下，每只羊可为

农户增收 300 多元。”庆阳奥群牧业生产场场长

贾建文说。

庆城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马伟斌

介绍，目前，庆城县引导县内肉羊合作社、养羊大

户与奥群公司自愿达成共建共赢合作意向，推行

“企业微利供羊、保价回收、技术服务，农户以羊

换种、以羊换料、以草换羊”的联农带农机制，促

进养羊产业提质增效。同时，企业收购周边群众

生产的青贮玉米、苜蓿等作为饲草，并收购羊粪

供给周边果农作为有机肥。

在种植业上，庆阳通过推广新技术、新品

种和标准化来实现增产增收。种了 40 多年苹

果的何守英总结出苹果高产的关键秘诀：会修

剪、多上肥、学技术。“去年苹果价格并不高，

我的 8 亩果园卖出 23 万元。30 多年的老果树，

还能保持在盛果期。”何守英家住庆城县白马铺

镇肴子村，在县里果业技术人员的帮助下，他

家一棵 45 年树龄的果树产量与盛果期的树差

不多。

以苹果为主导产业的白马铺镇是庆阳市农

业科技示范镇，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当地群众大

面积种植苹果。去年，全镇苹果收入超过 10 万

元的群众有 1000 多户。

“近些年，我们也遇到了果园老旧化、品种单

一、土壤板结等问题。”白马铺镇镇长王超民说，

当地开展果园标准化提升行动，对老果园进行技

术改造，产生的果木枝条大部分卖给附近的食用

菌菌棒生产企业作为原料；引进“瑞雪”等新品

种，加大果园精细化管理和自主品牌建设，推动

产业种植规模化、生产科技化、产业生态化、效益

最大化。

在黄泽元看来，“三元双向”循环农业将进一

步推动庆阳农业从分散的粗放式生产向集约的

标准化生产转变，这也是创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

先行区的应有之义。这项创建工作既涉及发展

理念的革新、生产方式的转型，更涉及产业结构

的调整、经济效益的提升，必将对庆阳农业产业

发展带来革命性变革和系统性转变。

“陇东粮仓”甘肃庆阳，农
业生产资源相对丰富，是比较
典型的传统农业区域。但过去
受空间所限，面临农业废弃物
资源利用不充分、产业效益不
够高的问题。在探索农业绿色
低碳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这里
成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
中为数不多的整市创建获批的
区域。这里的生态循环农业发
展到底有何特色之处？他们探
索多年形成的“三元双向”模
式又是如何运转的？这种循环
农业对于当地农业农村发展有
何价值？记者深入庆阳田间地
头寻找答案。

在现代农业发展趋势下，传统农业生

产面临着全面转型。传统农业区域如何利

用好资源优势，放大产业融合效应？

首先是推动理念之变。其中，最关键

的两个环节是生产和经营。传统的农业生

产以资源为导向，围着土地和畜禽转，地里

长啥就种啥、家里有啥就喂啥；在经营环节

也是被动的，自己产啥就卖啥。现代农业

则需要以市场为导向，提升农产品价值。

因此，近年来很多地方围绕市场需求，在生

产端完善农业基础设施，优化种植、养殖结

构；在经营端拓宽完善销售模式，通过订单

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等模式，以需求倒逼

生产转型。

其次是实现动力之变。传统农业的基

础动力是资源，而现代农业更重视新品种、

新技术、新机具的应用和发展模式创新，以

科技手段推动农业提质增效。以前从春种

到秋收都是靠天吃饭，完全以自然条件为

基础。现代农业则对每个品种、每个管理

环节、每个技术应用开展工业级细化，比如

一头牛每天吃多少料、长多少肉，生长多少

天出栏，都要经过精确计算。通过科技赋

能和精细管理，将一粒种子产量最大化，一

头牛、一只羊的效益最大化。

最后是构建格局之变。传统农业生

产格局，基本上以农林牧渔为主。随着大

食物观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构建大农业

格局也需要同步推进。通过建立多元化

食 物 供 给 体 系 ，实 现 多 途 径 开 发 食 物 来

源。近些年，不少地方大力发展食用菌产

业，突破了传统的农业生产空间和自然条

件限制，以工厂化的模式进行食物生产，

在供给端丰富人类营养摄取来源的同时，

有效利用各类农业废弃物，大幅提升农业

生产效益。
在庆阳市庆城县白马铺镇的一处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庆阳市庆城县白马铺镇的一处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工工

作人员在苹果分拣包装线上作业作人员在苹果分拣包装线上作业。。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马马 莎莎摄摄

上图上图 工人在庆阳晶晶工人在庆阳晶晶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动化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动化生

产线上作业产线上作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发明陈发明摄摄

右图右图 在甘在甘农蘑力农蘑力（（庆庆

阳阳））农业发展公司的爱尔兰农业发展公司的爱尔兰

大棚中大棚中，，工人工人在采摘双孢菇在采摘双孢菇。。

郭安琪郭安琪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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