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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地区噶尔县农业生态产业园现状与发展对策
赵玉霞   达会广  

云志丹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 陕西 延安 717500

西安市长安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 : 噶尔县生态农业产业园依托其区位优势，在保障“篮子”供应、转移就业、产业脱贫等领域取得了许多不俗的成绩。但作

为阿里地区最具规模现代农业园区，在科研教育、示范带动、行业引领等领域仍有许多潜力未被发掘，调查了园区当前经营管理现状，

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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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园区概况

噶尔县生态农业产业园位于康乐新居对岸，是噶尔

县委、县政府依托地委行署驻地的区位优势，针对群众“吃

菜贵、品种少、搬迁户就业难”的突出问题，先后投入资

金 1亿元，建设果菜菌种植、畜禽养殖、花卉繁育、综合

开发利用为一体的设施农牧基地 [1]。目前，园区产权归

康乐新居所有，统筹使用园区租金。 园区实行合作社经

营管理、农牧民承包种植、贫困户打工培训的运行模式，

将康乐新居老百姓镶嵌在园区产业链上。康乐新居合作社

自主管理枸杞、奶牛、蔬菜，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增加集

体经济收入，带动贫困群众就业，统筹产业收益分红。

1.1 园区设施情况

园 区 用 地 53ha， 建 成 高 效 日 光 温 室 16l 座

76000m2、新型五膜拱棚 70 座 49000m2、智能连栋温室 2

座 3660m2、畜禽圈舍 5座 6600m2，饲养奶牛 88 头，种植

蔬菜、水果、花卉和食用菌 12ha，种植枸杞 6.7ha，培育

苗木 16.7ha，配套培训室和电教设备。园区进入丰产期

可增加就业岗位 200 个，年产值约 3000 万元。

1.2 经营主体情况

农业园区农地经营模式为“各类主体分散经营、园

区集中统一管理”。其中企业 2个，分别是阿里福利生态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花卉生产销售。噶尔县新鑫农

业种植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设施蔬菜及果树种植，通过“农

超对接”、“农军对接”、“配送”、“采摘”等经营方式，

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积极拓展市场份额，辐射带动周边

种植户发展。目前，园区仅有普通农户 26 户，其中 4 户

为藏族，当地藏族群众不具备设施种植业技能，且从事种

植业意愿不足。

1.3 市场供应情况

园区自产蔬菜 800t 左右，可以满足 18.27% 的市场

需求。其中夏季产业园区蔬菜瓜果可以供应当地市场的

40%，冬季产业园区蔬菜可以供应当地市场 10%。

2. 存在问题

2.1 园区建设规划不合理

园区总体定位模糊，发展主题不够明确，布局不太

合理，棚体类型多样，但分布杂乱无章，养殖区与种植区

没有按照区划进行，花卉、蔬菜、果树、食用菌等种植交

叉分散，不利于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缺陷，如明渠冬

季结冰后浇灌困难，且水温较低，对作物生长不利。种养

殖特色不明显，作物品类偏少，夏季上市集中，易形成相

互竞争的局面。

2.2 功能分区不完善

功能配套不完善，缺乏观光、休闲、体验等项目，

只有水果黄瓜、西瓜、甜瓜等供采摘，且无显著标示牌，

对园区熟悉的顾客才能找到，且无法长期稳定供应采摘，

造成采摘体验较差。园区无游客休闲体验区域，无法让游

客长时间停留，也造成客源流失，减少了其他农产品销售

机会。同样由于功能不健全，园区示范带动、科研教育、

休闲观光、产业升级等作用也大打折扣。

 2.3 科技含量不高

目前园区设施大棚的建设缺乏科学性，温室设计、

制造、施工不规范，配套设施不健全。如当地突发旋风较

多，极易吹坏棚膜及卷帘钢管，短时间难以修复，易造成

生产损失。园区冬季极端低温 -30℃以下，保温被连接不

紧实、棚体漏风等均会导致作物无法安全越冬。温室耐久

性、温湿度和光照调节能力也都存在一定缺陷，严重制约

了设施大棚生产能力 [2]。许多从业者最基本种植水平不

过关，更加不懂经营管理，直接影响了农业园区整体水平

提升。

2.4 管理体制机制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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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现无专业管理团队，后勤保障力量不足，无专

业水电工和大棚维修人员，只能靠种植户自行解决，没有

形成完善的管理体制机制。此外，园区种植户人员结构相

对复杂，思想落后，造成园区管理很难规范化。当前迫切

需要规范园区水电维修、配套设施维护、管理服务用房、

卫生治理、垃圾分类等问题。

2.5 机械化水平较低

农户对设施农业机械配套缺乏认识，相关设备、设施、

机械等没有及时配套跟上，建成的农业设施对环境调控的

水平比较差，影响了生产，也影响设施效能的发挥。园区

生产中大量工作依赖人工来完成，不仅效率低下，且成本

高昂，也是当地生产蔬菜成本高主要原因，亟需提高机械

化水平，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2.6 大棚使用率不高

园区内个别大棚由于棚体结构不合理、生产性能较

差，处于闲置状态，无人租种经营。此外许多日光温室很

少进行越冬茬种植，冬季除了少数棚种植叶菜和冬春季育

苗外，多数处于闲置状态，一是部分来自外的种植户冬季

要返乡；二是花卉种植企业和种植户，由于冬季是花卉市

场的淡季，便放弃种植；三是由于棚体保温性能不达标，

无法开展越冬茬种植。

2.7 产业链相对较短

园区内育苗环节相对薄弱，果蔬类育苗自用较多，

尚不能满足园区种植需求 [3]。农产品深加工是提升农产

品价格，解决农产品集中上市造成滞销的重要途径，而园

区深加工这方面几乎仍是空白。一方面园区适合深加工品

种匮乏，不能满足发展深加工对品类需求；另一方面总体

产出量有限，难以满足深加工对产量的需求。

3. 发展对策

3.1 统筹规划，做好顶层设计

按照科技型、生态型、观光型、休闲型、高效型的

农业园标准进行科学规划，创新发展模式，以发展高效农

业、特色农业为重点，统筹推进特色城镇建设、观光采摘

农业发展，高标准打造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以四季鲜

果采摘为主，吸引城乡居民前来休闲采摘，带动花卉、蔬

菜及深加工产品销售，同时穿插农业科普，激发青少年对

种植业兴趣，为当地农业发展培养接班人。

3.2 扬长补短，完善功能分区

针对园区功能分区薄弱环节进行提升改造，重点彰

显科普功能、生产功能、销售功能、观赏功能，还要增加

休闲体验功能，除了能观赏现代农业的生产过程之外，还

能参与到其中，体验各种农业活动，让当地居民，尤其是

藏族同胞参与其中，引发从事种植业兴趣，转变传统思想

观念，培养产业发展接班人。

3.3 鼓励科技创新，以科技支撑园区

由农技部门牵头组建专家团队，开展新品种、新技

术的示范推广；鼓励园区企业开展自主创新，引进先进适

用技术和现代装备，根据栽培作物和模式对棚体进行提升

改造，提高园区科技含量。引进高新农业科技企业和内地

技术能手进驻园区，提升园区整体科技水平。 整合各类

培训资源，开展先进实用技术培训，实操训练，加强本地

技术骨干队伍的培养。

3.4 创新管理模式，完善园区运行机制

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可以推动现代农业园区进入发

展快速道 [4]。加强园区组织管理，可以从园区租金中划

出专项资金用于聘请专业管理人员、基础设施维护、棚体

提升改造，完善园区管理制度，统筹园区种植结构，指导

企业和农户进行科学种植、规范经营，待企业和种植户综

合效益提升后，可适度提高租金，增加康乐新居老百姓分

红收入，形成良性循环。

3.5 引进现代化装备，打造设施农业机械化示范

园区

设施温室及大棚建造标准化。根据种植蔬菜或瓜果、

花卉等不同特点，重点考虑抗风能力、保温性能、小气候

调节、使用年限，同时兼顾成本，探索出建造成本低、保

温性好、使用寿命长、便于机械化作业的温室及大棚建造

改造方案。引进棚室专用机械设备，开展育苗播种精量化、

卷帘系统稳定化、土地耕整机械化、灌溉节水化、植保

高效化等环节作业示范，带动当地种植户更新装备，提

高效率。

3.6 转变种植模式，提高生产效率

根据设施结构类型、土壤结构、作物种类，确定栽

培模式、制定种植计划和田间管理方案。引导种植户发展

抗病、省工、高效、优质农作物，栽培管理简单，经济效

益较好，易于当地群众掌握，吸引当地劳动力从事设施种

植业 [5]。适度发展长季作物，如葡萄、柑橘、油桃等。

积极开展越冬茬果蔬生产，如草莓、番茄、黄瓜茄子等；

在冬春大棚空置期，一方面鼓励当地群众种植叶菜等短季

作物，另一方面打造集约化育苗基地，为周边区县提供生

产所需种苗，充分发掘棚室生产力，找准市场定位，取得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3.7 树立绿色品牌，发展深加工实现走出去

强化园区规范使用农业投入品的意识，确保农业投

入品科学化、合理化、规范化使用，加快推进“两品一标”

建设，引导农业企业开展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

强化地理标志农产品培育保护，尽快打造一批影响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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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强、带动明显的阿里农产品品牌。适度引进一批规

模化种养殖及深加工企业，重点打造规模以上农业龙头企

业，靶向聚焦农产品深加工和电商外销，引导和推动园区

走向高质量发展道路。

结束语：

噶尔县生态农业产业园区作为地区行署所在地，应

发挥地区科研技术优势和产业脱贫引导作用，打造脱贫产

业示范基地、观光采摘基地、集约化育苗基地、循环农业

示范基地，结合“一县一业”规划布局，辐射带动其他六

县设施农业基地全面发展，形成网格化生产运输销售模

式，实现阿里地区果蔬农产品本地产销平衡，最终引导和

带动整个地区设施农业产业的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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