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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信县位于平凉市东部， 东经 106° 50′ ～107°
10′ ， 北纬 35° 1′ ～35° 25′ 。 东靠泾川、 灵台两
县， 西与华亭县接壤， 北连平凉市崆峒区， 南与
陕西省陇县毗邻， 属陇东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平均海拔 1�393�m［1～2�］。 属暖温、 半干旱大陆性气
候区， 年平均气温 9.9�℃， 日照 2�296�h， 降水量
400～500�mm， 无霜期 150～180�d［3�］。 全县耕地面
积 2.4 万 hm2 以上， 土壤肥沃， 雨量充沛、 光照充
足， 适宜多种蔬菜作物的生长发育。 为了更好地
推动崇信县蔬菜产业发展， 我们就有关问题进行
了调研分析， 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1���发展优势
1.1 交通便利

崇信县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条件便利。 省道
304 线穿越全县境内， 北距 312 国道 15�km， 宝中

线穿境而过， 且设有崇信站， 县域境内通村公路
四通八达， 水、 电、 路等基础条件良好， 完全能
满足蔬菜外运需要。
1.2 生产条件优越

崇信县年种植各类蔬菜 2�0073.3�hm2， 总产量
达 46.72 万 t。 截止 2013 年底， 认定无公害蔬菜产
地 1�766.7�hm2、 绿色马铃薯基地 6�666.7�hm2， 蔬
菜生产基础条件好。 近年来， 通过招商引资， 创
办了集果菜收购、 冷藏、 加工、 销售于一体的平
凉方盛绿色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2009 年 10 月在锦
屏镇枣林村建成了年储量 6�000�t 的气调库， 可大
量收购各类新鲜蔬菜， 经储藏加工后进行外销。
创办的集蔬菜、 花卉、 苗木种植、 繁育、 推广于
一体的民营企业阳光生态苗木繁育有限责任公司，
现有纹洛式温室 1 座 1�200�m2， 配备有完善的控制

摘要： 通过分析崇信县蔬菜产业的发展优势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提出了扩大种植规模， 提高生产能力；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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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防滴露、 内外遮阳保温、 保湿及通风系统，
制作手动式苗床24台（件）， 穴盘 9�000 个、 丹麦进
口基质， 配套锅炉； 日光温室 2 座， 年可繁育高
新品种蔬菜、 瓜果种苗 4�800 万株， 满足 0.33�����
万 hm2 蔬菜种苗需求。 实现了种苗繁育的规模化、
现代化， 为延伸产业链条， 推动全县蔬菜产业发
展可起到积极带动作用。
2���存在问题
2.1 产业化水平低， 龙头带动作用弱

目前蔬菜产业化经营尚处于起步阶段， 蔬菜
储藏、 运销、 加工等相关企业发展滞后， 特别是
缺乏较大规模的龙头加工企业带动， 蔬菜产业化
经营层次低， 对结构调整的牵动力不强。 企业与
基地、 农户没有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蔬菜加
工没有稳定的原料基地， 农民种菜没有稳定的销
售渠道， 蔬菜外销没有稳定的菜源， 也没有稳定
的市场。 蔬菜从产出到进入市场没有形成稳定的
产业链， 对外难以形成品牌优势［4～5�］。
2.2 流通体系建设滞后， 蔬菜产品流通不畅

崇信县的蔬菜生产受制于对外销售， 处于以
销定产的现状。 2010 年平凉方盛绿色食品有限责
任公司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定西市、 榆中县等地客
商， 在锦屏镇杜家沟村、 平头沟村、 枣林村、 薛
家湾村流转土地 68.53�hm2， 客商们自带资金、 种
子、 技术、 销售渠道和市场进行高原夏菜生产，
采取分批播种、 错茬上市的方式， 生产芹菜
1�676.7�t、 甘蓝 1�946.6�t， 经预冷、 包装后全部运
销到厦门、 杭州、 南京等地， 收入 680.32 万元，
纯收入 186.1 万元。 2011 年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
达到 105.47�hm2， 生产芹菜 2�441.3�t、 甘蓝 2�804.9�
t， 纯收入 216.3 万元。 但 2013 年客商们因故放弃
了在崇信县的高原夏菜生产， 当年部分农户盲目种
植， 由于没有建立稳定、 畅通的外销渠道和市场，
只能在周边市场销售， 因当地市场消费能力有限，
导致菜贱伤农。 2013 年方盛公司又引进榆中县客
商在冉李村流转土地 10.53�hm2 恢复生产， 生产甘
蓝 147.4�t， 花椰菜 191.6�t， 总产值 146.2万元。
2.3 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滞后

崇信县目前蔬菜生产信息服务滞后， 主要表
现一是不能为菜农提供准确的市场信息， 蔬菜生
产与市场衔接不畅， 时常出现增产不增收、 增产

增亏本， 以及结构性、 季节性、 区域性的生产过
剩等现象。 蔬菜价格涨到高位时， 获益最多的是
蔬菜流通商， 大部分菜农并没有获得高菜价带来
的实际利益。 这暴露出蔬菜流通渠道中存在着环
节多、 成本高、 利益主体本末倒置等一系列问题。
二是不能为市场、 流通组织、 加工企业提供蔬菜
供求信息， 不能为外来商贩提供全面的产地信息
和蔬菜收购服务。
2.4 土地流转规模小， 生产专业化程度不高

由于对蔬菜生产前景认识不足、 经济基础差
等影响， 农民对土地流转的参与程度低， 积极性
不高， 土地不能集中连片， 增加了管理务作难度，
制约了蔬菜专业化生产的发展。 全县蔬菜生产布
局小而全， 每户都种多种蔬菜， 每一个菜园种植
的蔬菜种类很全面， 样样有， 样样少， 没有重点，
没有拳头产品； 每个村社的种植模式雷同， 只适
合零售， 无法装车外运。 在当前全国一个市场的
条件下， 由于无法进行大批量购销和远距离储运，
致使蔬菜生产规模小， 专业化生产水平低， 效益
低下， 销售市场窄小。
2.5 产业链条短， 产品附加值不高

目前崇信县蔬菜生产商品理念不强， 全县至今
未建成蔬菜分级、 包装机构， 也没有注册蔬菜商
标， 只是初级产品， 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较低。
3���发展建议
3.1 扩大种植规模， 提高生产能力

蔬菜生产区域化、 专业化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切实提高本地蔬菜的自给能力， 将有利于抵御各
种风险， 减少当地菜价的波动起伏。 在提高本地
蔬菜供给能力的基础上， 一要加强蔬菜生产基地
建设。 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 制定好崇信“菜
篮子” 工程建设发展规划， 扩大全县常年蔬菜生
产基地的建设规模， 加快建立一批现代化蔬菜生
产基地， 消除蔬菜“淡季淡市， 旺季烂市”现状。
二要试点蔬菜标准园创建工作， 推进蔬菜生产现
代化发展， 示范带动蔬菜产品质量和效益全面提
高。 同时， 要加大对蔬菜生产基地建设的资金和
政策支持力度， 提高蔬菜生产能力。
3.2 改善生产条件， 促进菜农增收

一是不断改善蔬菜生产条件， 逐步提高蔬菜
生产抗灾能力。 重点工作是通过开展菜田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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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设， 保证“七网覆盖”（渠系、 水源、 道路、
供电、 通讯、 技术服务、 市场）， 把种菜地块规
划成片， 相连成群， 形成规模逐年扩大的蔬菜生
产基地。 二是加快蔬菜集约化育苗基地建设， 提高
优质种苗的供应能力。 发展现代蔬菜产业首先要从
育苗开始， 集约化育苗代表着现代蔬菜产业的发展
方向， 尤其是在遇到灾情后恢复生产中， 对保面
积、 保进度、 保质量起到关键的作用。 三是切实抓
好蔬菜先进生产技术、 优良品种的示范推广工作，
充分发挥各级蔬菜主管部门和科研机构在耕作技
术、 育苗技术、 植保技术和收获加工、 储藏保鲜技
术等技术推广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向广大种植户推
广良种良法， 宣传科学的生产经营模式， 减少生产
用药， 消除蔬菜质量安全隐患， 提高蔬菜品质， 增
强市场竞争力， 增加农民收入。
3.3 发挥区域优势， 进行规模化生产

充分发挥崇信县种植蔬菜的得天独厚气候条
件和地理优势， 进行规模化蔬菜生产， 做大做强
蔬菜产业。 积极开拓县外市场， 提高蔬菜的商品
率和经济效益。 积极借鉴外地的成功做法， 在大
力发展蔬菜生产的同时， 积极疏畅蔬菜外销流通
渠道， 组建以生产、 加工、 市场为主体的集团公
司， 以良好的蔬菜外销作为牵引和带动， 充分利
用芮、 黑河川区优越的自然资源条件定位优质高
原夏菜为主要生产方向， 瞄准东南沿海大城市群
夏秋季蔬菜供应空档上市销售， 注重规模生产、
专业化生产、 订单生产， 做大做强蔬菜产业。
3.4 加强产销衔接， 提高产业效益

一是提高蔬菜产销组织化程度， 减少蔬菜生
产、 流通的盲目性。 各有关部门应鼓励和扶持蔬
菜生产专业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合作组织既
可以对蔬菜生产、 质量、 安全进行监控， 又可以
减少中间环节的交易成本， 切实提高蔬菜生产的
组织化程度， 在降低蔬菜成本的同时维护农民的
利益。 二是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产销对接”活动。
鼓励农业专业合作组织、 经纪人、 农产品流通企
业直接进入超市、 菜场。 同时， 倡导消费地的大
型企业、 学校、 酒店等最终用户与蔬菜生产基地
直接形成交易关系， 最大限度地减少流通环节。
三是蔬菜生产专业合作组织通过“订单农业”等形
式， 确保品种结构、 上市档期供需平衡。

3.5 加强协作， 实现产销信息共享
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一是强化

蔬菜生产和市场信息监测， 重点监测主要蔬菜的
播种面积、 产量、 上市档期和产、 销地价格等指
标， 及时掌握蔬菜上市量、 价格与供求变化情况。
二是要加强与气象部门、 新闻媒体、 广播电视等
机构合作， 建立蔬菜防灾抗灾预警机制， 密切注
意天气动态， 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提前落实防御
各种灾害措施， 保障蔬菜生产与外销的安全， 最
大限度减少菜农损失。
3.6 扶持龙头企业， 带动产业提质升级

龙头企业是产业发展的航母， 没有龙头企业
带动和支撑的产业很难走远。 崇信县在多年的蔬
菜产业发展中缺少具有龙头企业的带动和支撑，
生产环节与加工销售环节不相适应， 难以形成合
力， 不能发展壮大。 且由于农产品生产和经营风
险大， 利润低， 有经济实力的企业不愿参与到农
业生产经营中来。 为此， 各级政府要设专款扶持
蔬菜产、 加、 销龙头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壮大， 为
龙头企业的发展组织人力、 财力， 帮助建立风险
控制机制和补偿基金， 提供优惠政策， 吸引更多
的企业投资蔬菜生产经营， 形成“政府引导、 企
业运作” 模式， 以公司加农户， 企业连基地， 产
供销一条龙的生产、 加工、 流通、 服务体系， 推
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进一步带动全县蔬菜生产的
稳步发展。 通过“合作社”、 “土地入股”、 “资
金入股” 等方式带动广大农户发展蔬菜， 实现农
业增效、 企业增利、 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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