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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原 农 业 有 了 新 变 化
—对甘肃、四川两省三地的调查

本报记者 王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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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今年 6 月份在青海

考察时强调，乡村振兴要突出农牧民

增收这个重点，加快推进高原特色种

业振兴行动，发展绿色有机农牧业，打

响高原土特产品牌。记者在甘肃、四

川两省三地的调查采访中发现，在高

原农业迈向现代化道路上，既要加快

先进技术应用，提高生产效率和农作

物产量；也要转变传统生产经营方式，

向绿色、高效方向转型。

加 快 补 短 板 强 弱 项
记者在高原地区调查时发现，各地发展现

代农业作出不少有益探索，从农机具高度覆

盖、数字化智能化管理系统应用，到做深做细

农产品加工⋯⋯一系列可喜变化，展现出广阔

前景和助推乡村振兴的巨大潜能。

不过，一些深层次问题仍有待破解。比

如，高原地区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不仅制

约了农产品走出大山，而且招商引资也缺乏吸

引力，发展现代农业依旧任重道远。

推动高原地区现代农业发展，应着力补齐

农业基础设施短板。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提档升级，特别是加快道路、农田水利设施建

设，完善管护运行机制。同时，还应加强农产

品冷链物流体系建设，优化县域产地公共冷链

物 流 设 施 布 局 ，帮 助 更 多 优 质 农 产 品 走 出

大山。

高原现代农业走向高质量发展，还要进一

步强化农业科技支撑。更好发挥科技小院在

选育优良品种、推广农业技术方面的作用，吸

引更多科研院所、高校专家为农牧民开展技术

指 导 ，用 现 代 科 技 助 力 高 原 特 色 农 业 资 源

开发。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要继续努力提

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优化配置土地、劳动力

等要素，建设良好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企业到

高原地区投资兴业。还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充分运用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

展乡村文旅产业，培育生态旅游、森林康养、园

林采摘等新业态，为群众提供更多增收渠道，

共享发展成果。

在青藏高原东侧，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

从北向南地域相连，共同融入雄奇伟岸的“世界

屋脊”。独特的气候、纯净的土壤和水源，滋养出

历 史 悠 久 的 农 业 文 明 ，形 成 别 具 特 色 的 高 原

农业。

在迈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高原地区如何突

破气候、人才、基础设施等瓶颈制约，发展现代农

业？如何让青稞、牦牛等高原特色产品为农民增

收作出更大贡献？记者走访甘南、阿坝、甘孜三

地，在调研采访中有许多新发现。

分散经营到抱团发展

青稞种植是阿坝州阿坝县的主导产业，如今

全县 14.04 万亩耕地中，青稞播种面积达 6.22 万

亩。多年来，当地农户一直按照传统经验种植青

稞：每年三四月份耕地播种，到七八月份成熟时

收割。整个过程缺乏管护，施肥少、不除草、不治

虫，加之耕作技能普遍粗放，青稞产量不高，质量

也受影响。由于青稞种植给农户带来的经济效

益较低，农民种植积极性日益下降。

“我们把传统种植方式叫作‘三天农业’，即

‘耕一天、种一天、收一天’。要推动青稞种植业

高质量发展，必须改变传统种植模式，发展现代

农业。”阿坝州阿坝县委农办专职副主任陈宗

润说。

阿坝州金川县也有类似情况。金川县河西

乡党委书记欧志忠介绍，乡村传统种植以土豆和

玉米为主。由于缺乏系统管理和先进农业技术，

农作物产量较低，大多只能自产自销，无法产生

更多经济效益。因为在土地上谋生计太困难，年

轻人纷纷外出务工，农业生产陷入缺少劳动力的

被动局面。

传统发展模式也制约着高原畜牧业发展。

甘南州碌曲县是一个以藏族为主、多民族聚居的

纯牧业县，畜牧方式以天然放牧为主，高原地区

冬季寒冷漫长，牦牛觅食困难，导致掉膘严重、死

亡率较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牧民收入。

“冬季必须要对牦牛进行舍饲圈养，科学补

饲，才能保证肉质。传统一家一户养殖在技术和

销售经营方面都缺乏优势，成立合作社‘抱团式’

发展更有利于集中资源，推广新的养殖技术和标

准，促进牦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碌曲县拉仁关乡

劳尔都良种牦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贡保

勒知说。

传统种养模式以户为单位，普遍存在种养观

念落后、生产方式粗放等问题，外加高原地区偏

僻闭塞、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自然条件限制等

客观因素，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效益差。向现

代 化 转 型 升 级 ，是 高 原 农 业 增 产 提 效 的 重 要

途径。

在高原农业迈向现代化道路上，尤其缺乏人

才、资源、资金等要素，仅靠一乡一村之力，显然

无法解决深层次问题。这几年，各地想了许多办

法，概括起来就是“集中资源，向外借力”。在联

合生产经营模式中，合作社发挥集中资源的作

用，将农牧民有效组织起来，集中流转土地

和草场，并负责给付租金和分红；企业

则发挥技术和资源优势，为地方农

牧业发展提供先进生产技术

和工作岗位，并负责对

农 牧 产 品 进 行 深

加工和销售；

农户除了可以将

自 家 的 土 地 、草

场 流 转 给 集 体 ，享 受 租

金和分红，还可以到农业园区务

工增加收入。

2023 年，阿坝县在龙藏乡、四洼乡开展“集体

经济+合作社+企业+科研院校+农户”土地生产

经营方式改革试点，着力破除“三天农业”。通过

企业牵头、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村民集中流转土地

或村民土地入股的方式，推行以新型经营主体为

主的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强化对经营主体田间

地头精细化管理指导和种植技术培训，改变以往

单打独斗的种植模式，农业生产组织能力不断

提升。

靠天吃饭到科技种田

在距离阿坝县青稞现代农业园区试验田不

远的地方，有一座造型朴素的青稞科技小院。院

内一间小屋中，整齐堆叠着从试验田运来的一袋

袋青稞，几台脱粒机正开足马力作业。

四川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冯宗云摘下几穗

青稞，在手里揉搓一阵后，将一把籽粒饱满、颜色

各异的青稞捧到记者面前。“这些青稞之间既有

品种的区别，也有种植环境和方法的差异。脱粒

后我们要检测其产量和营养物质含量，进一步选

育优良品种，调整种植方法。”冯宗云说。

这座建成于 2023 年的青稞科技小院，是阿

坝州首座农业产业科技小院，不仅配备智能数

字监测站、传感器、物联网设备等现代化科技装

备，还与四川农业大学、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中

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阿坝州农科所等科

研单位深度合作，选派专家或学者常驻。青稞

科技小院建成后，冯宗云受聘为专家团队首席

科学家，带领 10 余人的科研团队，对农作物生

产全程进行跟踪管理、技术指导、科研实验。“目

前，我们已培育优质抗逆新品种 2 个，青稞产量

实现明显提升。其中，黑青稞亩产量由 2019 年

的 260 斤 提 升 至 2023 年 的 420 斤 ，产 值 提 升

26.9%。”冯宗云说。

数字化、智能化系统应用为农业生产增添了

助力。“我们在田地里安装传感器、智能测报、物

联网设备等硬件，可以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监测

虫情、孢子、气象、土壤等情况，为及时处理问题

提供了很大便利。”园区运营商阿坝县净土生态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露坤说。

在甘孜州理塘县现代农业园区，玛吉阿米花

园农庄一处温室大棚内，用无土栽培技术培植的

一株株小番茄长势喜人，茂盛的植株上果实累

累，摘下一颗品尝，浓郁的酸甜滋味弥漫齿颊。

高原地区自然环境好、昼夜温差大，种出的

果蔬质优味佳，但也面临不少制约因素。在玛

吉阿米花园农庄创始人盛学武看来，现代科技

能有效破解高原农业发展瓶颈。“我们来自山东

寿光，在蔬菜种植方面有丰富经验和成熟技术，

能根据高原地区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农业设

施和种植技术。拿无土栽培技术来说，最大优

势是节种、节水、节肥、节工，生产全程可追溯，

具有产量高、品质好、效益高等优点。”盛学武介

绍，数字农业监测平台可对大棚蔬菜的温度、湿

度、土壤、水肥等情况实施全程监测，做到化肥

农药减量化、生产标准化，保障农产品生产安全

和产品质量。

发展现代农业，既要加快先进技术应用，提

高生产效率和农作物产量；也要转变传统生产经

营方式，向绿色、高效方向转型。为维护草畜平

衡、促进牦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碌曲县与兰州大

学合作，在与养殖户协商后，设计符合当地气候

条件以及废气排放和粪污收集标准的现代化绿

色补饲棚圈。同时，还出台政策明确奖补标准，

鼓励养殖户按标准建设暖棚。“经过宣传教育和

技术培训，牧民养殖观念发生很大变化。如今合

作社应用全县统一的绿色补饲草料配方，什么时

间喂、每顿喂什么，都有统一标准。通过科学合

理补饲，确保牦牛肉品质，巩固‘甘南牦牛’核心

竞争力。”贡保勒知说。

如何在保证粮食安全前提下，丰富农作物

品类，提高土地产出的经济效益，是高原地区

面临的现实考题。金川县现代农业粮蔬示范园

的答案是进行套种和轮作，并通过配套农业设

施降本增效。“10 月份把土豆种下去，按照生

长周期，第二年三四月份可以采收。期间，我

们在园区大棚内进行蔬菜育秧工作，土豆收获

后栽种蔬菜秧苗。由于育秧工作做得好，缩短

了生长周期，蔬菜一个月左右就可以上市。”欧

志忠说。

卖原料到卖产品

发展现代农业还要在加工、流通等环节下功

夫，推动农业产业化。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做强

农产品深加工，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有效途

径，也是帮助农民增收的好办法。一些地方积极

引入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着力提高农产品附加

值，打造区域农业品牌。

走进阿坝县高原黑青稞生物开发有

限公司食品加工车间，香甜气息扑面而

来，工人有条不紊地装箱打包刚出炉的

青稞酥饼。“我们生产的青稞产品

主要销往本地的学校、景区及周边地区，2023 年

销售额达 1500 万元。”公司总经理俄周介绍，主

要产品包括黑青稞面粉、黑青稞饼、黑青稞奶茶

等，由于产品绿色有机，受到市场欢迎，每年销

售增长率在 20%以上。

阿坝县青稞现代农业园区还引进青稞酒加

工等企业，运用“净土阿坝”等区域品牌，积极搭

建产品宣传、展示、交流、交易平台，引导企业参

加农博会、西博会等展销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等

方式远销浙江、北京、上海等地，2023 年青稞产品

销售额突破 3500 万元。

高原畜牧业也走上精深加工之路。碌曲人

张玉君曾在南方城市生活和工作过，发现当地市

场很少见到牦牛肉，他从中嗅到商机，决定返乡

做牦牛生意。2022 年，张玉君创办碌曲县洮源牧

场农牧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专注牦牛、藏羊高质

量规模化舍饲养殖、牛羊交易市场运营、屠宰冷

链精深加工等业务。

在公司的精深分割加工基地，分割好的牦牛

肉分类摆放，等待发往市场。“传统的牦牛屠宰分

割方式比较粗放，经济效益一般。我们瞄准粤港

澳等地中高端市场，严格把控从源头养殖到屠宰

分割等各环节，确保产品品质优良。”张玉君介

绍。据了解，精深分割加工基地目前建设牦牛、

藏羊屠宰精分割流水线 4 条，共建设排酸、速冻、

冷藏等冻库 12 座，每年可深加工牦牛 25 万头、藏

羊 35 万只；建设牦牛、藏羊副产品精加工包装生

产线 1 条，年产优质精分割牛羊肉 5 万吨、牛羊副

产品 1 万吨。

对牛羊屠宰过程中的边角料，张玉君也想办

法“变废为宝”。“一头牦牛进行精分割后，能产生

六七十斤油脂和碎肉，我们就开发成餐饮产品，

如火锅用的牛油和肥牛卷等。下一步，还准备开

发牦牛肉干、牦牛肉酱等产品。”张玉君表示，高

标准生产线使牛羊肉类产品生产加工更加专业

化、标准化，公司着力打造集牦牛、藏羊及副产品

包装、仓储、销售于一体的肉食品加工企业，依托

全产业链优势，向品牌化方向迈进。

一地富到共同富

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增收是发展现

代农业的应有之义。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对农民

增收的带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土地流转租金、园

区务工薪金和集体经济分红等方面。

在阿坝县青稞现代农业园区带动下，农户走

上多渠道增收之路。“农民可以通过土地流转或

入股方式参与园区经营，园区给予农民一定的土

地租赁费用。这样一来，部分劳动力从土地上解

放出来，既可以到园区务工，也能从事其他行

业。”陈宗润说。

阿坝县龙藏村村民谢尔戈介绍，他家租给园

区 12 亩土地，每亩地能拿到 320 元租金。土地出

租后，他和家人将精力投入畜牧业，家庭年收入

达五六万元。“我们还种了 6 亩黑青稞，除了自己

吃，余下的卖给园区，用以改善家里经济状况。”

园区加工企业是吸纳就业大户。俄周的青

稞加工厂有 40 名职工，90%以上是本地村民，按

照岗位不同，每个月工资从 3000 元到 4000 多元

不等。“帮助老百姓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是企业的

社会责任。”俄周说。通过集体经济分红、产品销

售、土地流转、园区务工等形式，阿坝县青稞现代

农业园区带动周边 8 个乡镇 7822 户 41175 人，农

户加入合作社占比在 40%以上，2023 年实现人均

增收 650 元。2023 年，园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19145 元，高于全县水平 7.25%。

对一些缺乏资源和发展条件的村镇来说，能

否享受现代农业发展成果？理塘县现代农业园

区用发展“飞地经济”作出了示范。理塘县农牧

农村和科技局副局长唐涛说，当地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一些乡镇发展农业和旅游业的条件不

足。县里统筹考虑后，决定将国家的相关产业发

展基金统一投入产业园区，并按照各村的资金入

股情况确定分红比例。不仅盘活了资金，也让园

区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

如今，理塘县现代农业园区的极地果蔬种植

区推行薪金、租金、股金“三金”联农带农增收机

制，生产季节能解决当地就业 4000 余人次，年均

务工收入 300 万元，“飞地”产业年均分红 130 余

万元，土地流转费 80 余万元，带动当地村民人均

增收 1200 元以上。

高原现代农业的发展，不仅为农牧民带来收

益，也无形中改变了他们的观念。金川县现代农

业粮蔬示范园管理员王芳负责安排园区各项工

作，为工人分配任务。比起之前在外务工，她的这

份工作既方便照顾家庭，每个月也有 6000 多元收

入。最近，她有了新目标。“我在园区学了很多种

植经验和管理方法，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我们村，

带乡亲一起走上现代农业致富路。”王芳说。

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现代农业粮蔬示范园，园区工人在

采摘蔬菜。 本报记者 王明昊摄

甘肃省甘南州的一处牧场，牦牛在悠闲觅食。

本报记者 王明昊摄

四川省甘孜州理塘县现代农业园区，蔬菜大

棚里枝繁叶茂。 本报记者 王明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