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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市蔬菜产业发展思路及对策
朱浩军

（甘肃省平凉市种子站，平凉 744000）

摘要：蔬菜产业是平凉市精准扶贫的主导产业，文章通过分析当地蔬菜产业生产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贯彻新发展理

念的发展重点、区域布局及今后思路对策，对打造“平凉绿色蔬菜”品牌、建设全省绿色蔬菜生产基地具有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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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市地处陕、甘、宁三省（区）交汇处，是我国

重要的西菜东调和高原夏菜生产基地，也是甘肃省五

大蔬菜优势产区之一，被农业农村部列入西北内陆出

口蔬菜重点区域，是我国北方地区最佳果蔬适生区之

一。近年来，平凉市蔬菜产业规模持续扩张、科技含

量日趋增强、产品质量明显提高、产业化程度不断提

升，蔬菜均衡生产和保障供应能力不断增强，全市蔬

菜面积持续增加，产量稳步增长，质量不断提高，显著

提高了农民收入，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

1　蔬菜产业发展现状及成效
1.1　品种引育不断扩大　以前平凉市主要栽培大

白菜、萝卜、马铃薯、山药、百合、芹菜、菠菜、番茄、茄

子、辣椒、菜豆等 11 类 20 多种地方蔬菜品种，在多

年的栽培、选育过程中形成了享誉陇东及全国的平

凉山药、平凉百合、平凉大葱、静宁大蒜、静宁天鹅蛋

萝卜、静宁南瓜、静宁仁大线椒、崇信九功芹菜、泾川

西瓜、庄浪洋芋及华亭山野菜等名品蔬菜。近年来

先后成功引育了根菜类、葱蒜类、薯芋类、甘兰类、芥

菜类、绿叶菜类、茄果类、瓜类、豆类、韭菜花、坚果、干

豆、食用菌、多年生蔬菜等14类100多个蔬菜新品种，

蔬菜栽培种类多样，栽培区域广，实现了全年蔬菜供

应，产品除满足当地需求外，还销往邻近省（区）。

1.2　基地建设规模稳步扩张　以河谷川区为重点

区域，大力发展设施蔬菜，不断扩张高原夏菜，建设

“两带”“六片”设施蔬菜生产集中区和高原夏菜生

产基地，发展规模已逐步形成。2019 年，全市蔬菜种

植面积 24140hm2，总产量 46640 万 kg，设施蔬菜累计

达到 2586hm2，其中日光温室 571hm2、塑料大中拱棚

2015hm2，建成千亩示范基地 4 个，百亩示范点 22 个。

1.3　产业化水平有所提升　依托蔬菜生产基地，建

办了崆峒区天源农业园等 12 个有机蔬菜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等主体。引进海升集团建成平凉海升超

越农业 12 万 m2 智能温室。建办了蔬菜加工、贮运

龙头企业 7 家，年蔬菜贮藏能力 2700 万 kg，加工能

力 500 多万 kg。组建蔬菜专业合作社 66 个，发展社

员 474 人。同时，建成了平凉市陇东农副产品批发交

易中心等蔬菜批发市场 6 个，年交易量达 40 亿 kg。
1.4　注重质量品牌，标准化水平明显提高　严格落

实安全使用农药标准，建立基地生产档案，推广标准

化生产，加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认定，保障了蔬菜

产品质量安全。新修订无公害、绿色蔬菜技术规程

19 项，认定无公害蔬菜产品 13 个，共计 28833hm2，

庄浪紫皮大蒜取得绿色食品认证，登记农产品地理

标志崇信芹菜 1000hm2。在蔬菜产业标准化方面，

先后制定了平凉市无公害蔬菜生产标准 22 项，累计

认定无公害蔬菜产地 2800hm2，崆峒、灵台、崇信 3
县被命名为全省无公害蔬菜示范基地县，蔬菜抽检

合格率达到 99.85%。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全市蔬菜产业虽然有了较好的发展基础，但还存

在种植规模较小、品种结构单一、高端技术人才短缺、

市场体系和集散功能不完善、品牌影响力弱等问题。

2.1　产业规模优势不够明显　种植面积小，区域分

散，设施蔬菜种植比例不到 12%，精细蔬菜 80% 依靠

外调。集中连片蔬菜基地规模小，地方特色少，主导

品种不突出。70% 蔬菜新品种要从外省引进，有些

品种完全依赖进口，专业化、集约化育苗程度较低。

2.2　设施蔬菜发展乏力　蔬菜设施大多依靠县、

乡、村组织投资建办，低租金承包经营，经营主体投

资积极性不高，缺少项目资金支撑。生产的组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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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低，劳动者技能培训需加强。分散经营模式占

主导地位，统一品种、统一购药、统一标准、统一检

测、统一标识、统一销售等集约化经营管理水平低，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集中经营模式发展缓慢，先进

实用技术普及率低，蔬菜产业市场竞争力不强 [1]。

2.3　产业化发展水平不高　龙头企业少，专业合作

组织运营不规范，带动能力不强。注册商标蔬菜少，

品牌影响力弱。蔬菜加工贮藏能力不足，商品化处

理水平低，附加增值不高。设施建造标准不高，轻简

化机械化装备程度低；滴灌等节水灌溉技术普及率

低；蔬菜保鲜贮藏能力弱，冷链贮运链条不配套，精

深加工企业少 [2]。

2.4　市场体系不够完善　蔬菜市场的经营和交易

方式单一，市场信息相对封闭，交通较为不便，蔬菜

市场和产地、蔬菜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利益链接不紧

密，菜农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影响了种植蔬菜的

积极性。日光温室蔬菜生产的传统茬口安排、品种

搭配、采收周期、产量价格与市场需求结合不够；露

地蔬菜上市品种和时间过于集中，不能保证市场均

衡供应，投入品监管有待加强。

3　发展思路及对策
3.1　发展思路　按照“稳定规模、培育品牌，提质增

效、绿色发展”的思路，围绕蔬菜全产业链开发，以河谷

川区为重点区域，坚持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设

施栽培与露地种植相协调、片带开发与重点示范同提

升、市场销售共发展，突出特色，集中连片，规模发展，

推动蔬菜产业由传统种植向集约高效转型，打造“平

凉绿色蔬菜”品牌，建设全省绿色蔬菜生产基地。到

2025 年，蔬菜面积达到 23333hm2，其中设施蔬菜达到

2933hm2，蔬菜总产达到 5 亿 kg。常年蔬菜自给率提高

到 85%，旺季自给有余，淡季自给率达到 65%。

3.2　区域布局　充分利用自然禀赋优势，大力发展

适销对路的蔬菜品种，逐步建设主导品种、优势品种

种植基地。

3.2.1　建设国家级蔬菜产业园　在泾河、汭河流域

的崆峒、华亭、泾川、崇信 4 县（市、区）建设集产业

开发、科研推广、技术示范、观光旅游、休闲采摘、农

事体验于一体的泾汭河川区国家级蔬菜产业园，集

中发展设施蔬菜，形成蔬菜产业集中带。

3.2.2　建设设施蔬菜集中区　在黑河、红河、达溪河、

神峪河、水洛河、葫芦河流域建设 6 个蔬菜产业集中

区，到 2025 年，使设施蔬菜种植面积达到 4000hm2。

3.2.3　建设高原夏菜生产基地　以河谷川区有条件

的塬区为重点，大力推行“一县一品”，开展集约化

规模种植。到 2025 年，使高原夏菜种植面积达到

21333hm2。

3.3　发展重点

3.3.1　依托新品种扩大规模　以辣椒、萝卜、白黄

瓜、芹菜、大葱、小油菜、菠菜、香菜、豇豆、菜豆、番瓜

等为主；扩大白黄瓜、甜瓜种植面积；扩大新型结构

钢骨架塑料大棚茄果类蔬菜生产规模。稳定黄花菜

生产规模；增加麦后复种蔬菜品种和生产规模，兼顾

食用菌发展。

3.3.2　扩张规模，培育特色产业优势　以满足反季

节蔬菜供应需求为主，在河谷川区“两带六片”建设

节能日光温室、钢架塑料大棚设施蔬菜生产基地。

以外销为主，在河谷川区、具备灌溉条件的塬区，建

设高原夏菜外销基地。以外销为主，建设区域特色

蔬菜基地。在关山沿麓，建设山野菜基地；西部建设

大蒜基地。

3.3.3　建设高原夏菜绿色高产高效生产基地　高

原夏菜优势产区，按照蔬菜绿色高产高效创建“五

化”“六统一”的要求，努力打造核心种植示范区，通过

土地流转，统一规划，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或企业建基

地经营的方式，建设有一定规模的优质“高原夏菜”绿

色高产高效生产基地。重点扶持发展甘蓝、花椰菜、西

芹、娃娃菜、青笋、胡萝卜、大葱、大蒜、大白菜、架豆、甜

脆豆、西甜瓜、百合等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品种 [3]。

3.3.4　优化品种结构　尊重市场规律，发挥区域资

源禀赋优势，调整优化栽培种类，集中规模发展，培

育地方特色优势品种。崆峒区以西红柿、辣椒、大葱、

大蒜、架豆等为主栽品种；泾川县以“三早”马铃薯、

胡萝卜、黄豆角、大葱、白黄瓜、甘蓝、菜花等为主栽

品种；崇信县以芹菜、黄瓜、甜瓜、娃娃菜、花椰菜、食

用菌等为主栽品种；华亭县以辣椒、食用菌、山野菜

等为主栽品种，逐步形成泾汭河川区蔬菜种植特色

和品牌。

3.3.5　加大品牌培育　围绕全市蔬菜主栽品种，积

极申报国家无公害、绿色和有机蔬菜产品认证。鼓

励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积极注册蔬菜商标，

争创甘肃省著名商标和中国驰名商标。加强品牌宣

传，通过组织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到国内、省内外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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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农产品展览和推介会等方式，广泛参与市场竞

争，发挥品牌效应，提高全市蔬菜的市场认知度，努

力打造一批具有平凉特色的蔬菜知名品牌。加快培

育“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发展无公害、绿色、有机

和地理标志产品，加快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认定。

到 2020 年，全市认证无公害蔬菜产品达到 20 个，绿

色蔬菜产品达到 40 个，有机蔬菜产品达到 10 个。

注册“崆峒辣椒”“崇信芹菜”“华亭食用菌”等农

产品地理标志 10 个，“三品一标”面积达到种植总

规模的 60% 以上 [1]。

3.3.6　严格监管，推进标准化生产　继续制定完善

生产标准、生产档案、产品检测、基地准出和质量追

溯等制度，逐步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长效机制。

以标准园创建为抓手，推广标准化生产技术，实行蔬

菜生产、加工、销售全过程质量控制，逐步实现蔬菜

生产的“五化”“六统一”和“六个 100%”。

3.3.7　创新机制，提升产业化水平　积极引进市内

外中介组织和种植大户等，集中连片，规模化、集约

化发展，提高蔬菜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大力发

展订单蔬菜，建立完善“公司 + 基地（中介组织）+
农户”的产业运作机制，兴建一批具有冷藏保鲜、中

长途运输、净化包装、脱水速冻菜和菜汁加工等现代

化设施设备的贮运加工企业。依托陇东农副产品批

发中心等蔬菜批发市场，形成集批发交易、冷藏保

鲜、整理加工、信息发布、物流配送为一体的蔬菜产

地中心批发市场。积极组织参加国内、省内外各类

农产品展览和推介会，提高全市蔬菜的市场认知度，

努力打造一批具有平凉特色的蔬菜知名品牌 [2]。

3.3.8　强化技术支撑，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积极引

导农民组建专业合作社，提高蔬菜生产的专业化、

组织化程度，加强与农产品批发市场、物流企业的衔

接，建立稳定的农产品市场销售渠道，推广普及设施

蔬菜无公害高效栽培技术，培育懂技术、会经营的新

型农民，切实发挥设施蔬菜反季节生产功能。大力

提升高原夏菜科技支撑水平，引进甜脆豆、娃娃菜、

百合、韭黄、甘蓝、花椰菜、豌豆、芹菜、苦苣、青花菜、

紫菜花、紫苤蓝、宝塔花菜、乌塌菜、鸡毛菜、大芥菜

和抱子甘蓝等优质高原夏菜新品种，丰富高原夏菜

种植层次，提高高原夏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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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0 年中国种子行业信用评价申报工作的通知

根据《中国种子协会行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规定，2020 年继续开展种子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工作。现将 2020 年信用评价
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企业范围和条件
申报企业是以农作物种子种苗生产经营为主的会员企业，且满足以下条件：
具有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种子种苗生产经营许可证；
生产经营 3 年以上，有近 3 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表，并均有主营业务收入，处于正常经营状态；
近 3 年没有发生严重失信违法行为，未受到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未列入“信用中国”黑名单。董事长、总经理近 3

年未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或法律处罚。
二、时间安排
2020 年 7 月 10 日前，企业将申报书报送省级信用评价初审小组；7 月 31 日前，各省级初审小组将初审合格的企业及其

申报材料报送中国种子协会信用评价办公室。
三、有关说明
2014 年初次获得 AAA 信用等级的企业，拟提升等级的企业，均需重新申报；信用评价申报书 5-12 信用承诺书只需签字

盖章即可，不需要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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