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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光初露，渭河源头广袤的田野已是一
派生机。万亩连片的GAP基地里机械轰鸣、
人来人往，春日的微风裹挟着党参、黄芪幼
苗的淡淡清香弥散在空气中，伴随着农人的
阵阵吆喝声渐渐飘向远方。
  作为“千年药乡”，渭源县依托“天然药
库”资源禀赋，以GAP（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基地建设为牵引，聚焦加快建设“全国
道地中药材大健康产业基地”目标任务，创
新构建“六统一可追溯”管理模式，推动中药
材产业迎来转型升级的蝶变时刻。

科技赋能 打造GAP种植新高地

  在渭源县会川镇万亩中药材示范基地，
甘肃佰世堂有机中医药有限公司的技术人
员正通过“陇药云平台”实时监测土壤墒情，
“科技范儿”十足的种植模式让中药材种植
变得更加智慧化、精细化。
  “我们采用龙头企业+合作社+产地加工
车间+基地+农户‘五位一体’模式，实现了从
种到收的全程数字化管理。”公司负责人焦胜
介绍，“通过卫星遥感、物联网传感等技术，每
块田地的温湿度、光照强度等18项指标一目
了然，确保中药材生长始终处于最优环境。”
  “药材好，药才好。”渭源县按照政府统
筹引领、科技保驾护航、第三方企业托管服

务、终端药企跟踪共建的“四位一体”发展模
式，持续深化一、二、三产业融合，着力锻造
中药材全产业链条、提升产业能级，率先在
全省构建起中药材“六统一可追溯”发展模
式，实现统一规划生产基地、统一种子种苗、
统一农资供应、统一种植规程、统一采收加
工、统一包装贮存，全程可追溯，实现从“田
间”到“车间”的溯源闭环，让“道地药材”有
了“数字身份证”。
  渭源县中医药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张东
生介绍：“2024年全县10家企业申报的6.8万
亩基地通过省级复合性验收，占全省总量的
29.4%；2025年计划建成中药材GAP基地
13.3万亩。”

全链升级 构建全链发展新业态

  科技带来的变革不仅体现在种植环节，
更贯穿于中药材产业的整个链条。
  走进甘肃药业集团陇神中药材有限公
司，饮片加工车间里机器运转，现场一派繁
忙景象。智能化管控、自动化生产线让中药
材加工更加高效标准。该公司创新“田间实
验室+云端数据库”模式，与中国科学院兰州
分院等科研机构共建研发中心，开发的党参
多糖提取物产品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我
们构建的全产业链体系涵盖1.1万亩GAP基

地、智能化初加工中心和电商平台，实现‘种
植—加工—销售’无缝衔接。”甘肃药业集团
陇神中药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杰指着大
屏上的甘肃中药产业数字化平台介绍，“全
产业链思维正在重塑产业格局，也为加快建
设渭源优势产业加工生产基地注入澎湃动
能。”
  近三年，渭源县引进总投资18.25亿元
的天成药业等21家大型制药企业落地渭源，
建成精制饮片生产线2条、药食同源产品生
产线4条。全县形成从种苗繁育到康养旅游
的完整产业链，带动9239户农户年均增收
超1.5万元。

品牌突围 激活发展新动能

  在清源镇聂家山村的GAP种植基地里，
农科院专家正指导农户进行水肥一体化精
准管理。“我们使用的有机肥替代技术使药
材有效成分含量提升23%，农残检测合格率
连续三年保持100%。”甘肃渭水源药业科技
有限公司GAP基地负责人董力薇说，目前全
县GAP基地已实现化学农药零使用。

  如今，“渭源白条党参”地理标志品牌价
值达到19.76亿元。这背后是严格的“三品
一标”认证体系支撑。全县24家企业统一使
用地理标志，176个注册商标构筑起品牌矩
阵。与此同时，“药食同源”赛道异军突起，
渭水源药业研发的参芪含片、道地本草研发
的浓缩型固体饮料等大健康产品年销售额
突破6000万元。全县7家“药食同源”产品
生产企业深耕厚植，研发推出固体饮料、调
味品、混合类代用茶、压片糖果等5类165个
产品，完成产品备案30个，注册商标176个，
中药材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当数字化管理系统精准调控着万亩药
田的生长节律，当“六统一可追溯”体系为道
地药材装上“数字身份证”，渭源县正以建设
“国家中医药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区”“全国道
地中药材大健康产业基地”“渭源优势产业
加工生产基地”为目标，有力推进中药材
GAP基地全覆盖，加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
持续强化品牌建设，不断拓宽中药材产业的
发展路径，以标准化种植、全链升级、品牌突
围的三重跃迁，推动中药材产业向更高能级
发展、向更高目标迈进。

渭源：以GAP驱动中药材产业转型升级
新甘肃·甘肃经济日报记者 丁陆军

  近日，陇西县内牡丹陆续迎来
盛花期。百年牡丹与古建园林交相
辉映，构成一幅幅诗意画卷，吸引各
地游客纷至沓来，共赴“花之约”，感
受“千年药乡”的浪漫春韵。

  张爱平 崔翔龙 摄影报道

陇陇西西：：牡牡丹丹盛盛放放扮扮靓靓春春日日文文旅旅

  今年以来，漳县盐井镇人大因地制宜
发展“精品蔬菜”，探索出一条用民主“金钥
匙”打开群众“致富门”的新路径。
  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气候
条件，盐井镇杜家庄村种植的黄瓜、西
红柿等蔬菜口感佳、品质好，深受市场
青睐，近年来，杜家庄村部分村民通过
种植蔬菜逐渐鼓起了腰包。
  看着村里部分农户通过种植蔬菜日
子越过越红火，周边群众也产生了强烈
种植意愿，但因无种植能人带动，缺乏种
植经验、销售渠道窄等因素限制，群众一
直不敢尝试。同时，蔬菜种植户大多零
散经营，蔬菜质量参差不齐，缺少足够的
规模效应，整体竞争力不够，蔬菜产业从
业人员刘玉江了解情况后，觉得自己作
为一名人大代表，也有种植蔬菜的技术

和经验，可以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经过一番研究，镇人大主席团对刘
玉江的想法给予肯定，并及时组织意向
群众、选民代表进行商议，对刘玉江的
提议纷纷表示认同，随后镇人大主席团
在汇报镇党委研究同意后，将蔬菜种植
产业项目确定为民主实事项目。
  初次尝试，杜家庄村村民共经营蔬
菜大棚20余座，种植了黄瓜、西红柿、辣
椒等10余种蔬菜。在刘玉江的指导帮助
和菜农们的悉心照料下，历经四个月时

间，转眼就到了第一茬蔬菜成熟的时节，
刘玉江与菜农们签订协议，不论供应量
大小，每天统一收购村民种植的蔬菜并
代为销售，确保村民的菜可以卖出去。
  为了让村民能直接参与菜棚管理，
激活群众内生动力，镇人大主席团、村
民、公司三方派出代表成立信息技术小
组、内部协调小组、生产销售小组，搭建
“扁平化”管理平台。信息技术小组负责
品种、种植技术等工作，内部协调小组负
责基地建设、协调纠纷等工作，生产销售

小组负责农产品销售工作。通过三个小
组分工合作、配合，村民获得了收益。
  看着日益红火的蔬菜产业，杜家庄
村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陆续回到老家，向
刘玉江学习蔬菜种植技术，在刘玉江的
直接带动下，杜家庄村共有32户160人
种植蔬菜，种植面积将近210亩，户均增
收可实现3万元以上。

漳县：代表引领“蔬”写富民产业新华章
新定西·定西日报通讯员 李志斌 庞晓忠

　　乡村会客厅，现磨咖啡热销，卖一杯
村集体分红3元；中药材加工厂，切片封
装忙，村民干一天能挣150元；游乐场，游
客笑语欢声，一年营业额超40万元……
　　前不久，笔者走进甘肃渭源县元古
堆村，从拔节生长的“新事物”中，看见乡
村发展新气象。2024年，村人均纯收入
达18860元，比2021年增长近52%；村集体
经济收入超120万元，是2021年的2倍多。
截至目前，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内，元古堆
没有一人返贫，无一户“掉队”，群众的日
子越过越红火。
　　脱贫村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难度不
亚于脱贫攻坚。彼时同贫困作斗争，派
了“强外援”、划了“及格线”，有托举、有
目标。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自己“打全
场”，还没“终场哨”。如何切实做到平稳
过渡、有效衔接？“红火”的元古堆启示我
们，要凭眼力、定力和执行力。
　　眼力过人、眼光独到，才能因地制
宜。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
多。这需要既看得准，又看得远。
　　所谓“准”，即见自己，知我之长、晓
我之短，有的放矢。元古堆气候阴寒，宜
种中药材，遂调整种植结构，重点发展中
药材产业，村民收入随产业发展涨了起
来。所谓“远”，即见未来、见他人，胸有
发展大势，眼见他山之玉。初级农产品，
往往只能卖地头价。要想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就得做好“农头工尾”文章。元
古堆引来龙头企业，让加工厂“长”在村子里，既让中药材实
现增值，又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业。同时，从江苏南京引进
新品百合，3年生变成1年生，效益倍增。窥斑知豹，乡村谋
发展，要因我而起、因时而为、因势而动，如此，才能有产业
因地而兴。
　　保持定力、积微成著，则厚积薄发。过去，有的地方追求
短平快，“一哄而上”挣热钱，最后只留下“一哄而散”的教训。
可见，乡村全面振兴，发展产业不可见异思迁，“东一榔头西
一棒槌”、这山望着那山高。不追逐“风口”上的热闹，不眼热
流量中的富贵，认真做好自己的事，才可能把产业发展好。
　　元古堆紧盯农业绿色转型，不用农药增产、不用化肥增
效，只为给土地盖上绿色有机章。如今，村里已有625亩土
地获得绿色有机认证。正是对发展现代农业的坚持，才愿
耐心等待漫长的转化周期，最终换来中药材、鲜百合的供不
应求。定而后得，当每个村子都能找准路子，不急躁、不盲
动，务实、踏实、扎实，自会硕果满枝头。
　　稳扎稳打、善作善成，方能行稳致远。认准了，就要抓
紧干，提升执行力，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从最早的“摆摊”
开农家乐，到引入运营公司，创新采用“农户+村办企业”的
模式发展旅游；从简单地扮靓田园风光，到打造梅花鹿养殖
基地、花海、冰雪旅游基地等游乐景点，丰富旅游业态……
正是沿着文旅产业这条路子拾级而上，元古堆才实现从“卖
资源”向“卖生态”、从“农业村”向“旅游村”的转变。
　　提高执行力，也要有战略眼光，多几分“功成不必在我、
功成必定有我”的洒脱劲。乡村全面振兴是一场长跑，静思
勤为，不图一时之快、不贪眼前之利，一以贯之真抓实干，发
展的路子自会越走越宽。
　　“撸起袖子加油干，元古堆村一年一个样。”村党总支书
记董建新对未来信心十足。找准路、沉下心、使足力，相信，
更多乡村将如元古堆一样，日子越来越红火。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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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新面貌，移风易俗很重
要。树新风，改陋习，厚养薄葬传孝
道……”近日，通渭县新景乡的庙会现
场熙熙攘攘，“深化移风易俗 倡树文
明新风”宣传倡议活动热火朝天进
行中。
  在新景乡料滩村，红白理事会的成立
让村民尝到了“新风”的甜头。过去，村里
红白事攀比成风，一场丧事动辄花费数万
元。如今，村规民约明确规定了礼金上
限、宴席桌数和流程，村民办酒席需要提
前报备理事会。
  类似的改变也发生在张河村，该村通
过“村民提、群众议”的方式修订村规民
约，将婚丧简办、孝老爱亲等内容编成顺
口溜，让移风易俗从纸上落到行动上。

  在通渭，移风易俗工作远不止于一
纸村约。田间地头跃动着“志愿红”，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志愿者们抓住春
耕农忙契机，既发放倡议书，更用“王家
嫁女不收彩礼”“李家一碗烩菜办丧事”
等鲜活案例打开群众话匣子。
  在庙会现场，志愿者和几位大爷大
妈聊天：“结婚是两个人携手过日子，感
情好比啥都重要，咱一起做文明新风的
践行者，让日子越过越有滋味！”王大爷
不住点头，感慨道：“我们那时候裁件新

衣服就定亲了，两人踏踏实实过日子比
什么都强！”
  近年来，通渭县广泛开展“婚嫁新
风进万家”主题实践活动，持续深化移
风易俗。“相约书画通渭·情定秦嘉故
里”集体婚礼上，新人以书画定情；
“5.20”集体颁证仪式创新婚俗礼仪新风
尚；“青春有约·爱在通渭”联谊活动倡
导健康婚恋观，在一点一滴中推动文明
新风尚的种子播撒到千家万户。
  如今的通渭，文明新风已悄然扎

根。村口公示栏里《村规民约》成为诚
信坐标，农家小院中“厚养薄葬”成为新
共识，婚礼现场“零彩礼”“低彩礼”渐成
风尚。正如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负
责人所言：“移风易俗不是疾风骤雨，而
是绵绵春雨，要让文明在润物无声中成
为生活习惯。”  来源：《甘肃农民报》

通 渭 ：“一 纸 村 约 ”树 新 风

  大蒜叶片发黄，除了营养方面的原
因外，还有可能与重茬、肥害、药害、病
虫害等有关。
  缺素与肥害。大蒜苗期缺氮、钾、
钙、镁等元素都会出现黄叶现象。肥害
也会导致黄叶现象，如氮肥过量在高温
条件下会产生大量的氨气，导致种瓣、

蒜苗中毒死亡。所以，要注意合理施
肥，注重有机肥与生物菌肥的施用。
  重茬。重茬种植不但蒜苗会黄尖，
还会产生其他病害，而且长势不好，影
响产量和质量。要注意科学轮作。
  病虫危害。造成黄叶的害虫主要
有地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施用未腐熟

的粪肥所致。为减少地蛆和其他地下
害虫为害，可在施用腐熟粪肥的同时，
加入辛硫磷乳油进行防治，已经发生的
可以选用90%敌百虫800—1000倍液、
除虫菊酯400倍液、48%乐斯本乳油
1000倍液灌根防治。造成黄叶的病害
主要有疫病、叶枯病、细菌性软腐病等，

有效药剂有噻菌铜等。
  其他原因。除草剂药害、低温和高
温均会导致大蒜苗期叶片发黄；同时在
退母期，如果根系吸收养分不足，叶片
就会出现“黄尖”，要注意营养补充，进
行追肥和叶面喷肥。
       来源：中国农科新闻网

大 蒜 叶 片 为 何 会 发 黄
┮ 赵学敏

  安定讯 近年来，安定区坚持以党建为引
领，以志愿服务为载体，以“一约四会”为抓手，
以积分超市为纽带，通过立约、传约、践约、遵
约，持续推动乡风文明建设，为乡村振兴注入新
活力。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动乡风文明“动”起
来。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让党
员干部成为传播乡风文明的主力军。各村吸纳
德高望重、处事公正的老党员、退休村干部和有
威望的村民担任“四会”成员，参与基层治理，弘
扬传统美德，推动乡风文明建设。认真贯彻落
实村规民约，有效遏制大操大办之风，坚持村民
协商议事制度，抓好禁毒禁赌工作，努力构建和
谐乡村。目前，全区335个村（社区）全部完成
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和“四会”章程的修订
完善。
  凝聚志愿服务力量，推动乡风文明“活”起
来。坚持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建设为抓手，
持续强化阵地建设，紧扣“壮美安定·志愿同行”
主题，扎实开展“孝善敬老”“情暖新春”“暖冬除
雪”等志愿服务活动1300余场次，让志愿服务更
贴近群众需求。结合春节、元宵、清明、中秋等传
统节日，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传播志愿温情。充
分利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全民阅读日”“世
界环境日”“国际志愿者日”等重要节点，通过开
展一系列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志愿服务活
动，进一步传播思想、践行文明、弘扬志愿服务
精神。
  健全“一约四会”机制，推动乡风文明“实”起
来。持续健全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
事会、禁毒禁赌会民间组织建设，有效培育辖区
群众崇德向善的淳朴民风和厚道家风。积极推
动村规民约从“立”到“行”的转变，通过村大喇
叭、文化墙、宣传手册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一
约四会”内容，使其家喻户晓、深入人心。鼓励各
村积极开展道德评议、乡贤议事“双评议”活动，
有效治理高价彩礼、大操大办、铺张浪费、赌博歪
风等突出问题，树立乡村新风。
  规范运行积分超市，推动乡风文明“热”起
来。积极推进乡风文明“积分制”，将破除陈规
陋习、红白喜事简办、抵制高价彩礼、志愿服务

等移风易俗新内容纳入积分设置，并将积分与超市内物品进行兑换。
同时，将志愿者参与村规民约宣传、志愿服务、人居环境整治等活动的
次数兑换为积分，利用“红黑榜”的形式，充分调动志愿服务工作的积极
性、主动性，营造出一种“积小善为大善”“文明村镇，从我做起”的浓厚
氛围。                           包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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