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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好政策，种出了好枸杞”

清水河流经大战场乡石喇叭村时，水流变得湍急。在清水河
畔，有一大片枸杞种植地，桑克强的种植园就在这里。44 岁的
桑克强已经有 20 年的枸杞种植经验，他的枸杞种植之路并非一
帆风顺。

石喇叭村是个移民村。上世纪90年代，桑克强从宁夏回族自
治区西吉县搬迁到石喇叭村。“刚来时，这里一片荒滩，种庄稼几
乎没有收成，只能四处打零工，收入少而且不稳定。后来就跟着附
近的农户学种枸杞。”桑克强向记者说。

因为没有烘干设备，桑克强在进行枸杞鲜果制干时，只能采用
自然晾晒的方式。每遇阴雨天，枸杞晾晒难，还有烂果，加上有几
年市场行情不好，损失着实不小。

走进桑克强家的院子里，记者看到占地 880 平方米的加工厂
房，有烘干、晾晒、水洗等设备。这是2013年建成的。记者走进
烘干房，一股股香甜气息扑面而来。厂房里加工出来的枸杞干果色
泽好、品相优，出品率高，让桑克强的收入逐年递增。

近年来，中宁县精准施策，加快推动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桑
克强因此受益。“政府为我们提供新技术、新品种，还消除了销售
的后顾之忧，并且在流动资金方面给予支持。”桑克强说。

现在，只要一有空闲，桑克强就参加各种培训班，学习新技
术。桑克强的枸杞种植园面积已扩大到70亩，年纯收入达到40万
元以上。

石喇叭村几乎家家种枸杞，今年，村里新增1000亩枸杞，桑
克强尝试栽植了4亩宁杞10号套种宁杞5号。“新品种更能卖出好
价钱。”桑克强说，“中宁县实施枸杞产业振兴战略，给了我们优厚
的扶持政策。有了好政策，种出了好枸杞，中宁枸杞的金字招牌会
越来越亮。”

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共产党好，黄河水甜。”桑克强说，
“没有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成功。”

“每一粒枸杞，都要经过高规格‘安检’”

玺赞生态枸杞庄园是中宁县知名的枸杞生产基地。记者来到这
里时，天气晴好，放眼望去，万亩枸杞园在蓝天白云下铺开，漫山
遍野的枸杞树上挂满红彤彤的果子。走进枸杞园，记者看到，成群
的鸟儿在林间漫步，野鸭子在池中戏水。

“你能想象这里曾是一片荒滩吗？”玺赞生态枸杞庄园负责人
高贵武说，这片土地曾荆棘丛生、黄沙漫天。

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宁人，高贵武从小在枸杞树下嬉戏。
儿时香甜可口的枸杞味道，在他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

记，他的心中回荡着枸杞情怀。
时光易逝，情怀如初。为了寻找记忆中枸杞的味

道，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毅然辞职，和几位志同道合的
朋友一起，投身现代化枸杞产业。

“好枸杞首先要有好土地。为此，团队历经2
年在中宁周边找地。”高贵武说。当时，创业

团队有两个选择：一是在老灌区规划建设生

产基地，投入少、见效快。但这里的土壤与团队理想标准仍有差
距。二是红柳沟有一处大规模的荒地，没有污染，水源来自罗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但需要大量前期投入，短期难以见效。最终，团
队选择了拓荒。

2013 年10月，玺赞生态枸杞庄园破土动工。冬天，“天寒地
冻，大伙儿烧煤炉子取暖，临时搭的三个帐篷就是办公室，也是我
们的家。睡在帐篷里，外面大风呼哧呼哧响，到天亮了，头上全是
沙子。”高贵武回忆说。

与2014年春天一起苏醒的，还有新开垦出的2000亩土地和栽
种下的45万株优质枸杞苗，这批苗最终成活率达到90%。

“我们把这些枸杞送到国际专业机构检测，结果高于欧盟标
准。干净的土地，是生产高品质枸杞的基础，而艰苦创业精神，是
品牌的原动力。”玺赞庄园枸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旭介绍说。背
靠自然保护区，较大的昼夜温差，充足的光照，天然弱碱性沙质土
壤，这些自然禀赋成就了玺赞庄园中枸杞的优秀品质。

经过9年的建设，玺赞庄园的规模已经扩大到了1万亩。整个
庄园采用现代化的种植技术，保证枸杞树株距、行距的标准统一。
每一株之间的距离是1米，每一行之间的距离是3米，既有利于机
械耕作，又保证每棵枸杞树有充足的土壤面积和良好的通风光照条
件。每亩地定植220棵树，不用除草剂，全程机械化除草。枸杞从
育苗、种植、烘干、仓储、加工到发货，每一道工序都在庄园内完
成，尽力保证舌尖上的安全。

在玺赞庄园的精加工车间，记者看到，枸杞干果经色选、分级
和精拣后，再经过旋风除尘、静电分离、金属探测、紫外线杀菌等
步骤，最终由机器完成自动包装。车间智能化生产流程，对生产全
过程进行质量管控。“每一粒枸杞，都要经过高规格‘安检’。”车
间一位技术人员说。

品质，是中宁枸杞的市场“通行证”。在玺赞庄园，流传着一
个“拔苗”的故事。有一年，一位员工不慎将种苗主打品种和实验
品种混在一起了，等发现时，已种了近1000亩。这样一来，种苗
不纯粹，势必影响品质。“但是这么大的种植面积，调整一次会影
响一年的产量。”高贵武说。

终于，管理层痛下决心，第二年对近1000亩的种植基地进行
更换，损失了1年盛果期的产量，还多花了50—60万元的种苗费
和人工费，但保障了品质质量。“我们成长比较快，就是因为专
注品质。”高贵武说。

玺赞生态枸杞庄园发展起来后，带动了周边群众致富。高贵
武介绍说，从 2019 年开始，庄园对 8 个移民村开展定向帮扶，庄园
固定员工70%来自周边移民村，季节工高峰期用工达2000人。

“新产业正起步，前景广阔”

在中宁，枸杞既古老，又年轻。
在宁夏杞鑫种业有限公司枸杞园里，记者走到一棵“胸”前

挂着“我今年158岁啦！”木牌的古树前，1米多高的树上，枝条
茂盛，每条枝上都挂满了红果，虽然小红果不大，但尝之还十分
甘甜。

“这是我们园区最古老的一棵枸杞树，是2017年从清水河流域
移栽而来的。”杞鑫公司良种部代部长武永存告诉记者，古树刚移
栽来时，可没这么“健壮”，公司实行专人专业养护，通过给其打
吊瓶、施营养肥和有机肥，并对其枝条进行修剪，缩小树冠，才有

了今天这“俊美”
的古树。

枸 杞 浑 身 都 是
宝，为保护稀缺濒危枸
杞种质资源，2017 年杞
鑫公司开展了枸杞古树的
抢救性保护工作。武永存
介绍，公司有 30 年以上树龄
的枸杞树1000余株、50年以上
的100余株、100年以上的5株。

在中宁，有了“高精尖”科技
的加持，枸杞变得年轻、时尚。

“这个枸杞喷雾很好用。”宁
夏天仁枸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介绍，该公司建成了枸杞糖
肽生产线，形成了以枸杞糖肽为主导
的产品，还有枸杞籽油化妆品、枸杞
酵素等系列产品。企业还与宁夏医科大
学总医院合作，围绕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关
键技术、枸杞提取物对干细胞及再生医学
的功效等方向开展研究。

“通过枸杞深加工的相关物质提取，以枸杞
原料再延伸出终端产品，把枸杞‘吃干榨尽’，不产
生废料。”宁夏全通枸杞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负
责人赵逢春说，公司实现枸杞资源全方位开发利用，
延伸了产业链，推动枸杞产业向高端方向发展。

全通公司先后与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
所、中国药科大学等科研院所、教学机构开展产学研合
作，成立枸杞功能食品研发中心，创新研发枸杞精深加工
产品，共同开展膳食补充剂、保健食品、营养食品的研究
及开发，在特殊膳食领域取得众多成果。

枸杞通常是红色、黑色，但中宁县杞鑫种业有限公司在收
集保护种质资源的基础上，选育出了“七彩枸杞”。

走进杞鑫公司枸杞园，记者看到，红果、黑果、黄果、紫
果、白果……将园区装扮得姹紫嫣红。

武永存向记者介绍：“红枸杞的类胡萝卜素含量高，肉质厚，
味道甘甜；黑色枸杞最主要的营养成分是花青素，俗称‘花青素之
王’；黄色枸杞被誉为‘黄金果’，肉厚味甜，非常适合榨汁；白色
枸杞全身晶莹剔透，是枸杞中的稀有品种，观赏性强；紫果枸杞果
皮果肉均为紫色，果味浓香；粉色和棕色枸杞是公司新发现的品
种，目前处于实验观察阶段。”

目前，杞鑫公司已收集枸杞品种40余种，共有100余份种质资
料，七彩枸杞就是在对这些种质资源进行收集保护时发现的。

新的销售渠道也正在打通。在中宁枸杞交易中心的一间办公室
里，记者见到了一位25岁的创业者——安嘉豪。

安嘉豪大学读的是数字媒体专业，上大学期间，他就联合校友
为多款枸杞产品进行品牌形象设计。毕业后，他组建了销售枸杞的
电商团队，还建立了自己的品牌——“荒之语”。“我希望家乡的味
道能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去。”安嘉豪说，他们的枸杞产品，很多是
通过线上渠道销售的。

中宁县县长周永根向记者说：“对中宁枸杞古树的搜集保护和
对枸杞新品种的开发，是发展中宁枸杞观光产业的最好创意，新产
业正起步，前景广阔。”

加快发展乡村产业。目前，各地
乡村产业都有了一定基础，有些地方
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势头很好、很红
火。今年我在陕西秦岭山区一个村看
到，山沟沟里小木耳做成了大产业。

我在山西大同也看到，围绕小黄花建

成大基地，成了当地带动农民致富的

支柱产业。但是，从全国面上看，乡

村产业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主要问题

是规模小、布局散、链条短，品种、品质、

品牌水平都还比较低，一些地方产业同

质化比较突出。要适应城乡居民消费

需求，顺应产业发展规律，立足当地特
色资源，拓展乡村多种功能，向广度深
度进军，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

现在，发展乡村产业，不像过去
就是种几亩地、养几头猪，有条件的
要通过全产业链拓展产业增值增效空
间，创造更多就业增收机会。要积极
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优化产业布局，

推动农村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
变，把增值收益更多留在县域。发展
乡村旅游、休闲农业、文化体验、健
康养老、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
既要有速度，更要高质量，实现健康
可持续。

发展乡村产业要让农民有活干、
有钱赚。很多地方农业产业升级过程

中，往往规模越来越大、用工越来越
少、农户参与程度越来越低，这是市
场自发作用的结果。但是，我们要把
握好度，不能忘了农民这一头，要完
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资源变资
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尽可
能让农民参与进来。要形成企业和农
户产业链上优势互补、分工合作的格

局，农户能干的尽量让农户干，企业
干自己擅长的事，让农民更多分享产
业增值收益。要把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作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以
县 为 单 位 开 展
创 建 ， 形 成 梯
次 推 进 农 业 现
代化的格局。

—— 2020 年
12月28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农
村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

立足当地特色资源，拓展乡村多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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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进“中国枸杞之乡”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

火红的枸杞 火红的日子
本报记者 陆培法

2020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强

调，要加快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

经营体系，让宁夏更多特色农产品走向市场。

骄阳似火，又到了枸杞鲜果飘红的季节。

近日，记者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

走进田间地头，只见枸杞红润饱满，农民们正忙

着采摘。

黄河干流与清水河在中宁热情相拥，冲积出土

质肥沃的扇形平原，浇灌出“甘美异于他处”的中

宁枸杞，赢得“天下黄河富宁夏，中宁枸杞甲天

下”的美誉。

枸杞是中宁县的支柱产业。在中宁，从事枸杞

产业的人员达 12 万人，产业收入占农民收入的

60%以上。如今，中宁县大力发展枸杞特色产业，

拉长产业链条，让小小的果子在乡村振兴中发挥

更大价值。

◀玺赞生态枸杞庄园负责人
高贵武向记者介绍庄园中枸杞种
植情况。 本报记者 陆培法摄

▶▶枸杞丰收枸杞丰收。。

（（照片除署名外照片除署名外，，均为均为
中宁县委宣传部提供中宁县委宣传部提供））

▲中宁枸杞。▲▲中宁枸杞中宁枸杞。。

▲枸杞种植
户桑克强在察看
枸杞长势。

本报记者
陆培法摄

▲农民在采摘枸杞。▲▲农民在采摘枸杞农民在采摘枸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