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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农业

甘肃民勤

戈壁沙乡孕育“甘味”领头羊

以防沙治沙、保护生态而闻

名于世的民勤县， 除了是“沙海

绿洲”之外，还拥有气候干燥、隔

离条件好、 日照时间长等优势，

这些优势成为发展现代农牧业得

天独厚的条件。

民勤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

辉明介绍说， 民勤县以“龙头引

领、良种筑基、链条做强、品牌增

值” 为抓手， 累计建成养殖暖棚

9.3 万亩、规模化养殖场（小区）

601 个。 2024 年肉羊存栏 182 万

只、出栏 243 万只，羊肉产量突破

5 万吨。

在民勤县纯种湖羊种羊场，

现代化智能羊舍整齐划一， 科技

感十足。 羊舍内， 自动刮粪机沿

地面轨道匀速移动， 定时自动收

集转运粪便； 墙上的智能新风系

统实时监测并调节着温湿度与通

风量。

“我们通过提纯复壮、选育选

留， 进一步放大湖羊原产地效

应。 ”民勤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

责人付超表示， 种羊场是民勤县

重点产业项目，采取“贷羊还羊、

借种收羔”等模式，向县内种羊扩

繁场、养羊专业村、羔羊繁育户提

供优质纯种湖羊， 并借助民勤悠

久的养羊历史等条件， 把湖羊耐

粗饲、产羔多、母性好、泌乳能力

强的良好特性最大限度释放。

在强化肉羊良种工程基础

上， 民勤县加速整合产业链条，

实现养殖、屠宰、加工、销售一体

化发展。

在民勤县同泽农业有限公

司高端肉羊生产加工车间内，技

术人员将屠宰后的羊只精细分

割成全排 、半排 、羔羊肉卷等 10

余种鲜肉产品进行真空速封，贴

上标签转入冷冻车间，发往全国

各地。

据该公司副总经理谭建华介

绍， 该公司已构建覆盖主流电商

及社交零售平台的全渠道线上销

售网络， 线上销售额年均增速超

50% ， 占整体营收比重提升至

35%。 通过精准营销和高效冷链，

民勤羊肉直达全国消费者餐桌，

品牌影响力和市场覆盖范围持续

扩大。

近年来， 民勤县横向聚焦协

作链、 纵向瞄准供应链， 围绕

“羊”产业四面出击 、招引项目，

紧扣龙头企业、终端产品、关键

环节，从饲草料种植收贮 、良种

引进繁育、标准化养殖圈舍改造

提升、屠宰加工生产线提档升级

等各环节进行奖补扶持，促进全

产业链“首尾相连、上下衔接、前

后呼应”，形成全产业链、全价值

链、全循环链的“三链”发力格

局，引发叠加裂变效应，并指导

企业实施技改，引新提旧升级价

值链，系统推动肉羊产业高质量

发展。

同时， 基于肉羊产业链县内

生产、 省内供应和全国外销的特

点，民勤县通过物联网、大数据等

手段， 探索符合民勤实际的冷链

物流发展模式， 依托有条件的企

业、 批发交易市场和物流企业建

设羊肉预冷集配、仓储配送中心，

购置和使用冷藏专用运输车，解

决冷链物流瓶颈、 补齐冷链物流

短板， 助力民勤羊肉“鲜” 行可

靠，“羊”名天下。

“目前，‘民勤肉羊’已获批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 成功入选全国

‘名优特新’ 农产品名录和‘甘

味’农产品‘好中优’产品目录。 ”

张辉明表示，下一步，民勤县将持

续深化与企校研合作， 着力构建

生态循环、适度规模、智能高效、

三产融合的肉羊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格局，打造“从基因到餐桌”的

全产业链安全管控体系， 为乡村

振兴和富民增收提供坚实产业支

撑。 （马爱彬）

端午假期期间，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民清源”甘味农产品展销中心的冷鲜肉品区

顾客络绎不绝，羊肋排、羊后腿等部位产品供不应求。“民勤羊肉是‘甘味’农产品里的

金字招牌，很多消费者就认这个牌子。 ”该中心工作人员董雪说，民勤羊肉不仅以鲜嫩

无膻闻名，更因沙生草本滋养形成独特草木清香，深受市场欢迎。

皖东大地一派生机盎然。 地

处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十字镇万

春圩内的潘氏生态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万亩稻虾田波光粼粼。 负责

人潘正福轻点手机屏幕， 近 200

台增氧设备启动作业。“从前，这

活得跑断腿， 如今动动手指就行

了。 ” 他向笔者展示智慧稻虾服

务系统操控界面， 百余个设备图

标勾勒出智能种养图景， 塘边无

人机已满载饵料升空———这正是

安徽农业大学为全椒县量身打造

智慧种养方案的实景。

全椒县稻虾共作面积达 36

万亩，年产量约 5.4 万吨，综合产

值超 34 亿元，是全国第九大龙虾

产区。 稻虾套养演绎着“一水两

用、一田双收”的生态传奇：龙虾

啃食杂草替代除草剂， 蜕壳化肥

催生饱满稻穗， 孕育出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全椒龙虾。 然而，传统种

养模式曾长期困扰农户。“过去巡

塘全靠脚力，判断水质凭经验，白

天还好，一到晚上，稍不留神龙虾

就附草上埂。 ”潘正福说，以前种

养累身又累心，还赚不到钱。

2015 年起，安徽农业大学信

息与人工智能学院教授饶元带领

团队入驻 ，以“物联网 + 人工智

能”为核心，构建水质监测、智能

增氧、 精准投喂等全链条数智化

方案 ， 研发了智慧稻虾服务系

统。 系统通过传感器实时采集溶

解氧、pH 值、 水温、 水位等 4 项

水质水体关键指标， 结合空气和

土壤温湿度等 6 个气象指标，每

5-10 分钟更新一次监测值。 当监

测值异常时， 系统自动通过短

信、 微信发送图文语音预警，并

记录事件详情。 当溶解氧低于 4

毫克 / 升时，增氧机自动启动，达

标即停。 当 pH 值异常波动，系统

即时推送语音预警并联动水质调

节设备， 依据水温、 气压等数据

精准投喂。 同时， 按照生产需要

及时调节水位。

“技术核心是用硬件设备和

软件系统来替代人工经验。 ”饶

元介绍， 针对传统种养依靠经

验、 精准信息获取难、 管控方式

粗放、 人工作业效率低和资源利

用率不高等问题， 系统建立了水

稻、龙虾、水质、土壤等生理生境

信息的动态预测预警机制， 实现

了龙虾摄食时间与摄食量、 龙虾

异常行为、 水稻病虫害和水质关

键参数的预测预警 ， 准确率达

80%以上。 同时，构建了龙虾科学

饲喂、 稻虾病害综合防控、 田间

水肥运筹、 养殖尾水处理等智能

决策模型， 提升了稻虾种养管理

精细化水平。

“有了智慧种养，在省工省力

的同时， 还保证了虾和稻的品

质。 ”潘正福称，自从用上智慧稻

虾服务系统后，水质预警、设备联

动、专家咨询一应俱全，现在动动

手指，就能操控所有设备。 稻虾产

业实现了增产、提质、节本、溢价、

增效。 亩产小龙虾从 150 公斤增

至 165 公斤 ，7 钱以上大虾占比

65%，提升 15 个百分点；水稻亩产

稳定在 550 公斤且达绿色食品标

准；人工成本下降 25%，综合节本

增效超过 15%， 小龙虾售价增加

了 10%，稻谷增加 5%。

去年，“全椒数字稻虾科技小

院”正式在此挂牌。这个扎根田间

的创新平台创新研发立体监测系

统， 融合自校准传感器与无人机

多光谱技术，精准采集水质数据；

创新了稻虾种养关键作业装备协

同调度， 实现了无人机和无人船

协同投饵、 增氧机与传感器协同

管控等作业方式， 提高了稻虾种

养作业设备管控水平， 作业效率

较传统方式提高 3 倍以上。“小院

不仅是实验室，更是‘新农人’的

‘练兵场’。 ” 全椒县农业农村局

总农艺师晋茂胜竖起大拇指称赞

道。 该县依托科技小院， 已孵化

18 家数字化示范基地，为相关企

业和单位培训技术骨干 800 多

名、从业人员 1.2 万人次，全椒县

30%以上规模种养户通过该系统

培训掌握智能设备操作 ，“新农

人”队伍不断壮大。数智技术的注

入， 让全椒稻虾种养产业步入快

车道。“近 3 年，当地稻虾综合产

值年均增长 12%，2024 年达 34 亿

元 ， 带动 1.6 万农户人均增收

4000 元。 ”晋茂胜表示。（杨丹丹）

安徽全椒

“物联网 人工智能”

让稻虾种养更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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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 石化先行

在第 54 个世界环境日前夕， 山西忻州石油公司

积极响应“美丽中国，我先行”的主题号召，组织多个

加能站开展六五环境日咨询活动。

活动现场， 各站点向广大市民热情传递环保理

念，深入普及环保知识，充分展示了中石化在环保领

域的责任担当与积极贡献。 参与活动的员工们深受触

动，在见证公众环保意识提升的同时，更加坚定了践

行绿色理念的决心。

未来，山西忻州石油公司将继续与广大市民携手

同行，共同守护祖国的绿水青山，为共建美好家园贡

献力量！

（崔志芳）

宁夏青铜峡

冷凉蔬菜迎丰收

近日，宁夏青铜峡市冷凉蔬菜进入收获季，采摘

工忙碌在田间地头，收获芥蓝、菜心等品种的冷凉蔬

菜。 据了解，青铜峡市海拔

1000

米左右，气候凉爽，

农作物病虫害少， 是宁夏培育冷凉蔬菜的优质产区

之一。

图为近日，采摘工在宁夏青铜峡市瞿靖镇冷凉蔬

菜种植基地采摘蔬菜。

王鹏

/

摄

河南三门峡

金银花开采摘忙

近年来，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观音堂镇结合自

身区位优势，通过政府引导和政策扶持，把培育壮大

金银花产业作为推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的一项

重要举措。 同时，该镇大力支持合作社、种植大户扩大

种植规模，改进种植技术，持续引进特色农产品，打造

特色品牌，为农业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图为近日， 在观音堂镇阳洼村百亩金银花种植

区，村民带着塑料桶、编织袋等工具，穿梭其间，忙着

采摘金银花。

高彦新 范亚旭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