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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 字 号 ”点 亮 特 色 优 势 产 业
——青海省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调查

今年 8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进一步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若干

政策措施》。会议强调，要立足功能定位和产业

基础，做强做大特色优势产业，着力提升科技创

新能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青海地处青藏

高原腹地，拥有独特的自然资源，纵横的山脉、重

叠的峰峦、交错的湖泊让这里形成了冷凉气候，

也为高原特色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近年来，青海积极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

地，叫响“青字号”，走好特色路。

《打造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专项规

划（2022—2025 年）》提出，要强化科技引领，推动

农牧业技术、业态、模式创新，增强绿色有机农牧

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以科技为支撑，走内涵式

现代农牧业发展道路。如今，青海绿色有机农牧

业发展得怎么样了？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

出地取得了哪些成效？

夯实产业基础

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必须夯实农

牧业产业根基。

种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青海充

分发挥科技引领支撑作用，改扩建国家

作物种质资源库青海复份库，保存种

质资源 44.6 万份。油菜杂交育种达到

国内领先水平，脱毒马铃薯、青稞、蚕豆

品种选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农作物良种覆盖

率达 98.18%。

在互助土族自治县微型薯雾培法繁育基地，

温室的苗床上一排排薯苗绿意盎然，薯苗根部挂

满了马铃薯种。“相较于传统基质栽培技术，新技

术平均单株结薯率达 30 粒至 50 粒，最高能达到

80 粒以上，是传统基质栽培的 20 多倍，提高了产

量，节省了人力。”互助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王贵全介绍，2023 年，该中心新建 575 平方米钢

架日光温室及微型薯雾培繁育系统，引进马铃薯

微型薯雾培法生产技术，创新良种扩繁技术，扩

大微型薯生产规模，为提高马铃薯产业发展水平

提供了技术支撑。

据了解，青海还在全省组建了 104 个科技特

派员工作站，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达 95%，农牧

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59.1%。

饲草产业是实现高原特色畜牧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基石，也是青海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输出地的基础产业。

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青海奔

盛草业有限公司饲草生产基地内，收割机正在面

积达 6000 亩的苜蓿种植区作业。今年是该公司

实施盐碱地种草改土 5 年后，首次实现苜蓿一年

三 收 ，每 亩 苜 蓿 每 年 可 收 获 青 干 草 600 公 斤

以上。

该公司负责人鲍奎告诉记者：“从颗粒无收

的戈壁荒滩到如今的一片生机，通过盐碱地改良

技术，这里的土壤耕作层增加了 11 厘米至 13 厘

米，不仅提升了饲草的成活率，土地利用率也大

幅增长。”

荒漠变绿洲既得益于技术支撑，也离不开政

策和资金支持。“在戈壁滩上改良盐碱地种植饲

草的过程比较艰辛，公司得到了政府及科研单位

的鼎力相助。我们与青海大学、中国科学院西北

高原生物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

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青海省饲

草料技术推广站等单位合作的‘柴达木盆地盐碱

地改良与饲草高效栽培关键技术’成功获得省级

支持资金 1500 万元。”鲍奎说。

冷凉蔬菜产业是青海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

宜发展的高原特色产业之一。

9 月下旬，走进贵德县新街乡上卡村，空气中

弥漫着浓浓蒜苗香。工人穿梭在田间，熟练地完

成起苗、去泥、扎捆，一捆捆蒜苗整齐地码放在地

头，等待装车。65 岁的谢卓玛是邻村鱼山村村

民，今年是她在菜地里打零工的第 4 个年头，“在

这里打工每天有 100 多元钱的收入，可以帮助家

里减轻负担”。

新街乡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理

想的自然条件成就了蒜苗、红笋等夏菜的过硬品

质。如今，高原夏菜已成为新街乡农业农村经济

的主要支柱。

新街乡乡长马西征介绍，新街乡气候冷凉、

雨水充足，一些夏菜一年可种两茬，上市时间

早，具备抢占市场的优势。目前，新街乡的高原

夏菜均已完成绿色有机认证，产量高、品质好、

市场口碑佳。新鲜的夏菜运到甘肃兰州蔬菜集

散基地后，进行精细化处理包装，再发往江苏、

浙江、上海、广东等地的生鲜市场。除供应生鲜

市场外，新街乡夏菜还被送往湖北、广东、江西

等 地 的 加 工 厂 进 行 深 加 工 ，实 现 多 渠 道 全 年

销售。

近年来，青海通过加大冷凉蔬菜产业投入和

招商引资，引导各类资金投向蔬菜产业，建成了

互助万亩供港蔬菜基地、湟中娃娃菜基地、贵德

菜薹基地、湟源荷兰豆基地等具有代表性的露地

蔬菜生产基地。依托青藏高原“超净区”的优势，

各地大力实施品牌培育战略，打造了一批蔬菜区

域品牌，有效推进了高原冷凉蔬菜输出，加大了

“青”菜出省力度，增加了蔬菜产品附加值，让冷

凉蔬菜成为青海绿色有机农产品输出的重要组

成部分。

力推融合发展

把农产品转化为收益，推动产业融合是关键

抓手。油菜产业是青海农牧业特色产业之一，也

是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

地处祁连山下的门源回族自治县地理条件

独特，生态环境优美，不仅适宜油菜种植，也是蜜

蜂的良好栖息地，由油菜花酿成的蜂蜜成为热销

产品。今年 3 月份，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

“门源蜂蜜”地理商标。

青海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会长王贽介绍，门

源县油菜种植面积达 60 多万亩，是全国重要的

蜂产品基地，也是高产稳产蜜源基地之一。不仅

如此，门源县的“百里油菜花海”每年都吸引众多

游客前来打卡，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促进了农

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

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龙羊峡龙洋知鲜

（青海）股份有限公司冷水鱼养殖基地，工作人员

紧盯电脑屏幕，密切关注着雷达系统反馈的信

息，实时观测往来作业的船只及网箱中三文鱼的

生长环境和动态。放大画面，水下网箱里的一条

条鱼儿清晰可见。

在该冷水鱼养殖基地水上工作间的现代化

流水线上，一箱三文鱼的封装仅需不到两分钟。

“我们借助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和云平台等现代

化信息技术，采用无线传感、网络化和智能化管

理方法，建立养殖生产和环境数据库，实现养殖

全过程数字化管理，通过提升产品品质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同时，公司还通过短视频内容营销、

直播带货等方式，吸引更多潜在消费者，让龙羊

峡三文鱼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品牌认知度不

断提升。”龙洋知鲜（青海）股份有限公司品牌总

监沃日晗告诉记者。

如今，冷水鱼产业已成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

产品输出地的重要输出产品，现有养殖模式和技

术与国际同步，三倍体虹鳟鱼良种供应体系基本

完善，良种覆盖率达 100%；标准化深水大型网箱

面积已占养殖总面积的 85%以上；水产品自动化

精深加工以及保鲜冷链物流等技术和装备得到

广泛应用，在全国鲑鳟鱼养殖产业中起到示范引

领作用。

位于黄河上游的海东市是青海省东部重要

的小麦产区。由小麦加工而成的筋道拉面是青

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金色名片之一。

提起青海拉面，很多人会想到海东市化隆

回族自治县。一碗化隆拉面串联起珠三角、长

三角、京津冀地区的拉面馆与青海广袤农牧区

草原上成群的牛羊，以及面、油、蛋、菜等优质

农副产品，也串联起拉面食材配送基地和青海

土特产配送销售基地，成为遍布全国各地的青

海美食名片。

40 多年前，化隆县还是一个深度贫困县。

上世纪 80 年代起，一些化隆人走出大山，到福

建厦门开起了拉面店，成为第一批“拉面人”。

随后，化隆县 10 多万人陆续走出，融入城市、走

向沿海，拉面大军不断壮大，催生了青海拉面

产业。

看似一碗面，实则一条链。一碗面如何发展

成一条产值数百亿元的产业链？从业十几年的

韩成福感受颇深，“化隆拉面无形中将许多相关

产业串联起来，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种植、

养殖、加工、物流、销售等各个环节都有潜力可

挖，都能将这碗面的附加值极大提升，并带动一

大批群众增收”。

青 海 拉 面 一 头 连 着 山 区 的 种 植 户 和 养 殖

户，一头连着原料生产加工厂；一头连着当地特

色农畜产品，一头连着大城市里的拉面馆、超

市，已形成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的发展模式。

据统计，化隆拉面的相关行业已达 23 个，在化

隆县开办的公司、合作社达 1500 个，实现年产

值 8.6 亿元。

雕琢特色品牌

青海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了牦牛、藏

羊、藜麦、冷水鱼等多种高质量绿色有机农畜

产品，如何利用这些土特产闯出大市场？

秋季的牧场，瓦蓝的天空上云团翻

卷，牧场里的牦牛与藏羊如草原上一颗颗珍珠，

寄托着牧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希望。

作为青藏高原的特色优势畜种，藏羊已衍生

出多品类产品，关联多个行业，发展潜力巨大，成

为青藏高原各族人民生产生活的重要依托。

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梅龙掌畜牧业经营

专业合作社操作间里，工人们正在加工打包牛羊

肉产品。该合作社理事长颜军告诉记者，近年

来，合作社逐步形成了以畜牧业养殖及系列产品

深加工为主的产业体系、线上线下营销相结合的

产品销售体系。同时，结合当地民族民俗文化和

地域资源，推动“合作社+畜牧业+旅游”融合发

展，逐步试点开发新兴业态。今年夏天，借助“祁

连山下好牧场”品牌建设的契机，牧场的订单和

销量越来越多，旅游人数也比往年更多了。

海 南 藏 族 自 治 州 贵 南 县 则 通 过 产 业 发 展

与品牌建设，让黑藏羊成为当地畜牧业的金字

招牌。

仁庆塔是贵南县加快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

发展现代绿色畜牧业的直接受益者，“在政策扶

持下，我从牧民变身养殖大户，今年合作社有能

繁母羊 370 只，现已产羊羔 360 多只，成活率基本

达到 100%。黑藏羊价格较高，政府还有相应的

补助政策，为我们带来了不错的经济收入，大家

养殖繁育的积极性更高了”。

贵南县塔秀乡达隆村的羊毛加工厂里机器

轰鸣，工人们将加工好的网套按照顾客要求打

包，准备销往全国各地。

黑藏羊毛加工厂负责人英巴介绍，2020 年，

依托当地黑藏羊品牌优势，贵南县成立黑藏羊毛

加工厂。经过 3 年发展，成功探索出一条加工销

售黑藏羊毛系列产品的村集体经济发展之路。

黑藏羊毛被产品重量轻、保暖性强，深受消费者

青睐，销量最好。此外，羊毛垫、枕巾、围巾、拖鞋

等黑藏羊毛制品销售量也在不断增加。

在西宁市圣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各式各样

的毯子挂满生产车间。该公司董事长薛婷介绍，

公司产品从最初的手工编织藏毯，延伸到了机织

地毯、手工枪刺地毯、荧光毯等多种产品，还可以

进行个性化定制。现在，公司 60%至 70%的地毯

用于出口，有的产品还进入了高端酒店。

青海是全国最大的牦牛主产区，存栏牦牛

占 世 界 牦 牛 总 数 的 三 分 之 一 ，占 全 国 的 38%。

在位于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青海省牦牛繁育

推 广 服 务 中 心 内 ，工 作 人 员 正 在 给 小 牛 犊 喂

奶，技术人员在电脑上分析牦牛的生长发育情

况和健康状况。技术人员介绍，繁育中心将

人工喂养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实现牦牛养殖

管理的精准化、智能化。

从生产端到销售端，大通县牦牛产业链

体系建设正趋完善。“近几年，我们大力发展

大通牦牛产业，打造形成集种畜繁育、种畜

推广、人工繁育、规模养殖于一体的繁育

推广体系，累计推广大通牦牛种公牛近

3 万头，改良后代达 180 余万头。”大通县畜牧兽医

站站长尹俊说。据介绍，“大通牦牛”还入选中国

农业品牌目录，同时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从产品到产业再到品牌，青海一步一个脚

印，踏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新天地。一批批

“青字号”产品正在走出青海，不断擦亮“净土青

海 高原臻品”的品牌形象。自打造绿色有机农

畜产品输出地以来，青海围绕提质、稳量、补链、

扩输路径，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已创建国家

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 5 个、

有机农产品（牦牛、藏羊）全国基地 5 个、

千头牦牛千只藏羊生产基地 200 个，有

机草原监测面积突破 3 亿亩，绿色有

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总量达

1200 个。3 年多来，青海已累计向

省 外 输 出 各 类 绿 色 有

机 农 畜 产 品 300

多亿元。

建好输出地的“四个车间”
罗增海

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是青海农

牧业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近年来取得了一些

积极成效，但仍面临不少难题，“输什么”“怎么

输”等问题有待进一步破解。

畜牧业在青海省农业中的分量较重，打造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畜牧业发展至关重

要。要以输出地建设为目标，走具有高原特色

的现代生态畜牧业道路。通过疏通梗阻、搭建

平台、示范引领，高质量推进畜牧业发展，不仅

要关注存栏量，更要重视出栏率、收益率。一

方面，要开拓思路解决牛羊“温饱”问题，加快

牛羊和草料交易市场建设，加快用市场化手段

破解饲料不足难题。另一方面，在加大棚圈建

设的同时，也要因地制宜选择养殖模式，提升

效益和可持续性。此外，输出地建设要充分激

发群众和经营主体活力，加大优质养殖项目的

示范引领作用。

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要立足自

身实际量力而行。一些农畜产品产量有限，短

期内提高的可能性不大，要坚持长远谋划，稳

中求进，把办好当前的事放在重要位置来统筹

建设；以园区化、融合化、绿色化、特色化、数字

化为发展方向，不断聚集资源要素，为生产基

地、平台、企业等提供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推动产业升级、效益提升。以牛羊肉产业为

例，应着力打造 4 个“车间”，打造草料第一车

间，实现“种好草产好料”；打造养殖第二车间，

实现“养好牛养好羊”；打造加工第三车间，实

现“产好肉”；发挥厨房餐饮第四车间作用，实

现“卖好价”。

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要通过科

技创新蓄积产业发展动能。以绿色算力基地建

设为契机，构建全省农畜产品“一张图”数据源，

积极对接交易平台，使产业数字化加快产生数

据生产力。在产业链技术创新方面，要注重引

入先进技术，加大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工

程技术的开发应用，一体化推进科技、教育、人

才发展，加快高素质人才培养。农牧业现代化

本身是个复杂过程，既要有足够的热情与敏锐

度，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也要保持应有的清

醒和冷静，防止一哄而上、数据泡沫化。

（作者系青海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副院长）

青海地域辽阔、资源富集，具有

独特的区位优势。在广袤西部的发

展热土上，青海立足自身资源禀赋，

锚定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目标，不断延展产业链，做强特色优

势 产 业 ，持 续 擦 亮“ 青 字 号 ”品 牌 。

在 新 时 代 推 动 西 部 大 开 发 的 过 程

中，青海如何进一步走好特色农牧

业发展之路？

□ 本报记者 马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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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拍摄的青

海湖。 新华社记者 白玛央措摄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油菜田和村庄交互映衬，构成一幅秋日田园美景。 蒋克青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