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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经果林丰富了
百姓的果盘子，沙地还出
产中药材与木本粮油

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位于“三北”工程

黄河“几字弯”攻坚区腹地、黄土高原和毛乌

素沙地衔接区，是阻挡北方、西北风沙向南

入侵路径的前沿区。为筑牢生态屏障，当地

大力实施退耕还林、防沙治沙，推广种植适

生树种——沙棘树。

来到柔远镇城关村的黄沙地里，一排排

沙棘树有半人多高。华池县腾升苗木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鹏飞满头大汗，正在

修剪沙棘树。

“沙棘是我国首批确认的药食同源植物，

含有多种营养和活性成分，尤其是维生素 C
含量非常高。”张鹏飞说，沙棘的果实、叶片、

种子富含生物活性成分，具有健胃消食、止咳

祛痰、消肿止痛等功效。

张 鹏 飞 介 绍 ，沙 棘 树 耐 寒 耐 旱 、抗 风

沙 ，在 很 多 降 水 少 的 荒 山 陡 坡 、沙 土 地 和

砒 砂 岩 等 地 都 能 生 长 ，“沙 棘 适 应 性 强 ，造

林 成 活 率 高 ，我 们 把 它 当 做 治 沙 造 林 的 重

要 树 种 ，效 果 不 错 。 合 作 社 主 要 从 事 沙 棘

育苗，每年可出苗 800 万株左右。”

沙棘树能很好地固定沙土。“沙棘树在地

上形似一把伞，地面的落叶等形似一张毯，地

下的根系发达，形似一张网。从地面到地下，

沙棘树保土固沙、保水固氮，具有很高的生态

价值。”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生态保护与修复

研究所研究员朱雅娟介绍。

除 了 生 态 价 值 ，沙 棘 的 经 济 价 值 也 不

低。华池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田成介绍，全

县现有沙棘种植面积 45 万亩以上，荒山沙棘

枝条果每亩产值可超 400 元，沙棘果园枝条

果每亩产值可超 1000 元。每年春秋两季，全

县有近 2000 名农村劳动力参与沙棘林建设，

人均劳务收入能达到 9000 元。

立秋时节，走进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

沁区莫力庙苏木辽丰村锦绣海棠示范基地，一

排排果树整齐排列，果实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锦绣海棠，又名塞外红苹果、鸡心果。

上世纪 90 年代，我们就开始对该品种进行研

究。这个品种抗寒耐旱，能在沙地成活，而且

效益高、易于推广。”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

研究所副所长王宝侠说。

锦绣海棠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都很显

著。“全村 1500 亩地栽了锦绣海棠，造林成活

率达到 95%以上，示范园丰产期亩均效益在

5000 元以上。果树成材后，还有效减少了风

沙危害。”辽丰村党支部书记李永华说。

目前，通辽市锦绣海棠栽培面积达到 35
万亩，结果面积 10 余万亩，果品年产量达到

10 余万吨，年产值近 5 亿元。

特色经果林丰富了百姓的果盘子，沙地还

出产中药材与木本粮油。内蒙古沙区特色林

果品种主要有苹果、沙棘、梨、葡萄等，面积约

200万亩，年产量约 80万吨；沙地中药材品种主

要有酸枣、射干、赤芍、苍术等；沙区木本粮油

主要以文冠果、仁用杏为主，全区文冠果种植

面积 81万亩，仁用杏种植规模 1296万亩。

“向沙地要食物，必须根据水资源承载力

和土壤特性选择适宜栽植的品种，遵循干旱

半干旱区农林业发展规律。同时，必须重视

防护林建设，包括绿洲防风林和外围固沙林，

确保生态安全。”朱雅娟说。

沙地作物防风固沙，
也鼓起了农民“钱袋子”

甘肃省民勤县西渠镇制产村沙地里，芸

丰苁蓉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何德荣带领村

民，拿起水管，插入梭梭根部。“梭梭喝饱水，

才能让肉苁蓉长得更好！”何德荣说道。

肉苁蓉是寄生类植物，寄主梭梭一般生长

在沙地中，有防风固沙之效。“肉苁蓉含有丰富

的生物碱、氨基酸、微量元素等，除了炖肉、入

菜、泡茶、泡酒等食用价值，还具有调整内分

泌、促进代谢等药用价值，被誉为‘沙漠人参’。”

何德荣介绍，去年 11 月，肉苁蓉被纳入按照传

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

民勤县域内土层厚，日照时间长、积温

高，很适合种植肉苁蓉。何德荣带着合作社

成员不断探索适合民勤的种植技术。“我们种

植肉苁蓉，会在距离梭梭 1 米左右的地方，挖

深 70 厘米、宽 20 厘米、长半米的坑，再分别撒

上有机肥、种子、沙土等。”经过 10 多年的技

术摸索，合作社的肉苁蓉种植面积已扩展到

4600 亩，接种成功率超过 85%。去年，民勤全

县梭梭接种肉苁蓉产值为 1272 万元，已经创

建 4 个肉苁蓉产品品牌。

沙地不仅能直接提供多种食物，还可以

为养殖业提供优质饲料，间接提供牛羊肉、牛

奶等高蛋白食物。

走进通辽市开鲁县小街基镇林小刚家的

羊草种植基地，3 台收割机轰隆作响，正在收

割羊草。“今年我一共种了 800 亩中科羊草，

亩均效益预计在 1500 元左右。”林小刚说。

羊 草 ，又 称 碱 草 ，适 口 性 好 ，牛 羊 都 很

爱 吃 。 长 期 驻 点 在 小 街 基 镇 的 中 国 科 学

院 植 物 研 究 所 工 程 师 刘 辉 介 绍 ，中 科 羊 草

是 所 里 选 育 的 羊 草 品 种 ，有 抗 寒 耐 旱 、耐

盐 碱 、耐 牧 等 特 性 ，粗 蛋 白 质 含 量 高 达

12% — 17% ，显 著 高 于 一 般 牧 草 ，且 富 含 粗

脂 肪 、矿 物 质 和 维 生 素 等 营 养 成 分 ，“这 些

成 分 对 于 牛 羊 的 生 长 发 育 和 健 康 维 护 至

关重要。”

中科羊草还有极强的固沙作用。“中科羊

草有发达的横走根茎，能在地下不断复制形

成网络，有效盘结固持土壤。”刘辉说，经测

算 ，中 科 羊 草 种 植 第 二 年 可 减 少 土 壤 风 蚀

70%左右，3 年后可减少 95%以上。

除 了 生 态 效 益 ，小 羊 草 也 鼓 起 了 种 植

户 的“ 钱 袋 子 ”。 内 蒙 古 中 科 羊 草 农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安 志 军 介 绍 ：“ 播 种 后

的羊草可以生长约 30 年，每年仅需投入田

间 管 理 成 本 ，生 长 旺 盛 期 的 羊 草 亩 均 效 益

可达 1800 元。”

小街基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苑庆飞介绍，

全镇中科羊草种植面积 5.2 万亩，已形成政府

主导、龙头企业示范带动、合作社和家庭农牧

场融合跟进、种植养殖大户联合参与的产业

联合体，现有 48 家羊草企业入驻小街基镇，

安排就业 1000 多人。

瞄准市场加大研发，
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华池县甘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沙棘茶

生产线上，工人熟练地将刚刚采摘下的沙棘

叶清洗、晾干，接着杀青、揉捻、炒茶和提香等

工序依次进行。去年 9 月，生产线开始运行，

每天可以生产 1 吨成品沙棘茶。

甘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当地较早成立

的沙棘加工企业之一。公司陆续推出沙棘原

料、原浆和饮料等产品，很受市场欢迎。公司

经理黄九龙说：“要瞄准市场需求加大产品研

发。比如，我们经过多年研究，发现用沙棘叶

做茶，味道好、营养足，今年从 5 月开始采摘沙

棘叶到现在，已经生产 60多吨成品茶。”

黄九龙介绍，公司生产线所用沙棘果和

沙棘叶全部收购于本地村民，去年公司生产

沙棘饮料、沙棘原浆、沙棘果油、沙棘茶等产

品 6000 吨，产值 3800 万元。在采摘沙棘叶制

茶时节，每名采茶工月收入近 4000 元。

除了深加工，包装、物流、电商销售等也

延伸了沙地特色产业链条，提升了价值链。

这几天，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希伯花

镇希伯花村果农腾大永忙着注册一家鲜果包

装公司，“锦绣海棠收获后，我们自己包装出

口，争取更大利润”。近年来，通辽市初步形

成了锦绣海棠种植、果品储藏、加工、包装、物

流、深加工等全产业链体系，产品销售到国内

多个省区，还出口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

科技助力，锦绣海棠全产业链发展。王宝

侠介绍：“在育种、栽培、储藏保鲜及加工等方

面，我们都取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

场开发潜力的研究成果。另外，通辽市协助制

定了多项地方行业标准，建立了内蒙古寒地苹

果试验站，这些都为苹果产业全链条科学、健

康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发展沙地食物产业应加强生态农业模式

推广，在以水定绿、节水省肥、良种良法等基本

原则下，注重品牌建设与市场开拓，构建完整的

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朱雅娟介绍，下一步

要加快建立水分、养分、病虫害精准管理控制体

系，加强耐旱优质高产新品种选育，大力培育食

品、药品、保健品等全产业链。

（阴文娟参与采写）

向沙地要食物，实现绿富共赢
本报记者 李晓晴 陈沸宇 宋朝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
物供给体系，多途径开发食物
来源。”沙地作为生态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能提供哪些食
物？发展沙地产业如何兼顾
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围绕
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核心阅读

切实发挥全链条
合力，调动农民参与积
极性，在产业生态化和
生态产业化上下更大
功夫，必将进一步塑造
农业绿色发展新优势，
推动更多绿水青山转
化为金山银山

甘肃省通渭县襄南镇东坪

村，田地里大片农膜“锁住”水

分，玉米攒足了劲儿拔节；牛圈

里 刚 添 上 青 贮 玉 米 秸 秆 ，100
多头肉牛吃得正香。“加厚农膜

保 墒 效 果 好 ，玉 米 长 得 壮 实 。

每年收割完把秸秆集中起来青

贮发酵，1 亩地产 3 吨饲料，够

一头牛吃半年。”种养大户孙爱

红说。

近年来，通渭县实行农用

地膜“以旧换新”，农民回收、

使 用 地 膜 积 极 性 大 大 提 升 。

今 年 全 县 共 推 广 加 厚 高 强 度

地膜 50 万亩，全生物降解地膜

14 万亩。

大田生产旺季，在乡村走

一走，农业绿色发展的印迹无

处不在。“十四五”期间，伴随我

国首部农业绿色发展专项规划

出炉、一系列重大行动落地实

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

色越来越鲜明。目前，全国耕

地平均等级较 10 年前提升了

0.35 个等级，化肥农药利用率

实现“双减”，畜禽粪污、秸秆、

农膜等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水平持续提升，更多绿色优

质农产品端上了消费者的餐桌。

实践表明，生产生态一起抓，不仅守住了稳产保供的

底线，也抬升了绿色发展的“高线”，提高了现代农业的韧

性和成色。面对资源环境约束日趋收紧的现实，通过耕

地用养结合、投入品减量化、废弃物资源化等途径，向绿

色生产要质量、要效益，将为农业可持续发展赢得更多宝

贵空间。

加快农业绿色发展，要切实发挥全链条合力。一些

农业废弃物之所以难以回收利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堵

在了“半路”。就拿畜禽粪污来说，转化成有机肥就近还

田消纳，技术上并非难事。但从实际操作看，收集、转运、

堆沤发酵等诸多环节，离不开配套的设施设备和服务主

体。打通这些环节，要加大上下游统筹衔接力度，探索市

场化运营、生产者责任延伸等机制，在源头减排制度建

设、绿色金融激励补贴、生产要素配置等方面协同推进，

才能让绿色种养循环技术模式真正落地。

加快农业绿色发展，要调动农民参与积极性。绿色发

展是个大课题，仅仅依靠政府“一头热”显然不够。长期来

看，推动政策举措转化为市场自主行为，还有待进一步理

顺相应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让农民从养护

资源、循环种养中获得更多实惠。在湖南衡阳市，当地将

绿肥与有机稻米、生态旅游、优质蜂蜜、时令蔬菜等产业深

度融合，走出了“绿肥+”产业发展的新路子。在内蒙古，

返乡大学生杨国民借助电商直播平台，将大草原的羊粪肥

卖到了全国。健全绿色产品优质优价的联动机制，不断拓

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让广大农民“因绿而富”，能为

绿色生产的良性发展注入更为强劲的动力。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绿色兴农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是

重要着力点。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上下更大功

夫，持续延伸农业绿色发展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必将进

一步塑造农业绿色发展新优势，推动更多绿水青山转化

为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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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酪蛋白深加工园区厂房

内，一袋袋奶渣不断通过传输带从地面运到“小山顶”，被工人

整齐地码在最高层。“以前，奶渣我们吃不完大部分都只能送

人，现在成了宝贝疙瘩，卖给公司每公斤 40—50 元。”宗塔乡

牧民甲科说。

奶渣是牦牛奶提取酥油后剩下的物质，加工和提纯后，可

以转化为高价值的干酪素生产食用酪蛋白，具有较好的市场

前景。2011 年，成都市锦江区帮扶工作队与炉霍县委、县政

府瞄准当地奶渣资源优势，启动酪蛋白生产项目，成立了康巴

圣德牦牛产业有限公司。

锦江区投入大量帮扶资金，积极协调企业和科研院所，推

动酪蛋白生产技术升级和产业链延伸。现在，康巴圣德公司干

酪素提纯水平提升至 93%，年产食用酪蛋白 600 吨、产值 3000
万元，辐射带动 5000 余户农牧民年增收 1500 万元。去年，锦江

区又投入 200 万元，支持康巴圣德公司新建年产 3000 吨的生产

线，预计投产后公司年产值可达 1.8亿元。

行走于炉霍县酪蛋白加工园区内，数字农产品交易中心、

产品展示中心、智能生产线一应俱全。为助推炉霍县酪蛋白产

业高质量发展，锦江区还帮助引进京东方艺云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炉霍县牦牛产业集群酪蛋白深加工园区农产品交易中

心。“交易中心通过信息化技术，将奶渣收购面扩展至甘孜州北

路 8 县，建成 3 年内奶渣收购量将突破 2500 吨，交易额可达 1 亿

元以上。”锦江区第七批对口帮扶工作队副领队陈柏兵介绍。

“今年锦江区还将投入 400 万元，用于酪蛋白新生产线生

产车间设备的定制采购、智转数改设备的数字信息系统建

设。”锦江区第七批对口帮扶工作队领队张情说，锦江区将与

炉霍县携手，进一步延长酪蛋白产业链，生产更多精深加工产

品，带动更多农牧民增收。

四川成都市锦江区对口帮扶甘孜州炉霍县

奶渣变身新产业
本报记者 王明峰

近日，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归仁

镇，满园香果蔬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900 亩葡萄喜获丰收，亩均纯收益超

8000 元，带动周边 200 余名村民增收。

图为合作社工作人员和孩子们一

起采摘葡萄。

张连华摄（人民视觉）

收
获
葡
萄

■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R
■话说新农村话说新农村R

清晨，在江西省樟树市义成镇罗港村黄栀

子种植基地，10 余名农民忙着除草、浇水。基

地负责人刘细流说：“基地面积约 5000亩，去年

采收了 80 多吨黄栀子鲜果，产值 100 多万元。

靠着良好的品质和知名度，这几年黄栀子价格

一直不错，大伙儿对收益挺满意的。”

樟树市林地面积达 35.59 万亩，为拓宽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大力发展森

林药材种植。目前，全市森林药材种植面积

达 11.6 万亩，年产值超 6 亿元，带动 2.9 万户

农户增收。

“我家有 17 亩土地，每亩每年有 230 元租

金收入，我自己在基地干活，每月还有 4000
多 元 收 入 。 一 块 地 两 份 收 入 ，日 子 过 得 舒

心。”樟树市中洲乡西塘村村民喻苟芽说。

老 喻 的 日 子 得 益 于 中 药 材 种 植 产 业 。

2017 年，江西欣飞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杨伟

生流转了西塘村 1100 余亩林地，种植枳壳、

黄栀子等中药材。“每年有 90 多名村民在基

地务工，去年支出的劳务费超过 60 万元。”杨

伟生说。

樟树市农业农村局干部贾小林介绍，近年

来，全市探索“土地流转+劳务用工”“股权量化+
保底分红”“结对扶持+自主创业”等模式，鼓励

支持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通过流转

土地、土地入股等方式，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

体，推动中药材规模化、标准化种植。

“种药材不仅要上规模，还要有良种、良

法支撑。”在樟树市双金园艺场中药材种质资

源圃，农艺师胡小猫带领 30 多名农民忙着栽

苗。该种质资源圃共繁育了 100 多个药用植

物品种，负责向全市供应优质种苗，推广应用

良技良法。樟树市还与中国中医科学院、江

西中医药大学等合作，建成相对集中稳定的

南方优质中药材种苗繁育基地 1400 余亩，推

动中药材种质驯化扩繁和资源保护。

店下镇芦岭村竹林苍翠、溪水潺潺，这几

天，村民们忙着为黄精抚育除杂。

几年前，这片葱郁的竹林还是村干部的

一块“心病”。村党支部书记付强说，村里劳

力少，倒伏的竹子不能及时清理，导致病虫害

频发，竹子长势越来越差，竹林生态功能也在

慢慢退化。

“这里的生态环境适合黄精生长，林下种

植的黄精药效稳定，药用价值很高。”江西茂

悦 农 业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熊 宇 繁 说 ，从

2019 年开始，公司在芦岭村等地流转林地，

仿野生环境在林下套种黄精，种植面积已达

1.2 万亩。

“林下种植黄精，降低了公司的投入成

本，还吸纳了 300 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户

年均增收 4000 余元。”熊宇繁介绍，林下种植

黄精每年进行清杂、起垄、翻耕、施肥等管理，

病虫害少了，竹子也长得越来越粗壮。

“在林下套种药材不与粮争田、不与树争

地，既能增加林农收入，又能提升森林质量和

生态功能。”樟树市林业局局长程永康说，全

市已有 10多种中药材实现了林下套种。

江西樟树市大力发展森林药材产业

林下生金 生态富农
周 欢 肖 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