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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循环农业

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要义［ 1 - 7］。为此，天水国家

农业科技园区以循环经济的理念规划园区建设，

布置产业发展，设计经济项目，健全产业链条，

进而促进环经济体系建设。园区坚持“打航天牌、

走循环路，创加工业、带农民富”的基本工作思

路，紧紧围绕“科技为根、示范为基、循环为质、

高效为要、创新为魂、文化为魄”的工作主线，坚

持走“产学研结合、农科教一体、种养加循环、农

工贸促进”的发展路子，培育了航天种业、众兴菌

业、果品、蔬菜、畜牧、花卉、现代农业服务业

七大产业。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和发展，已形成了

航天种业、特色果蔬、循环农业三大产业链，初

步具备了技术创新、科技示范、产业孵化、培训

交流、辐射带动、旅游观光六大功能。目前园区

建设已进入了“园区育企业、企业建基地、基地连

农户、农户兴产业”的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新阶

段。

1 天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基本情况

天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始建于 2002 年 7月，

2007年升格为省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区，2010年晋

升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1］。截止目前，园区核心

区建成面积 333.3 hm2，示范区 3 333.3 hm2。

现有入园企业 28家，已建成优化节能日光温

室 246座，智能化全自动连栋温室 7座，钢架塑

料大棚 414座；日产 70吨食用菌工厂化生产线 1

处，大型果蔬气调库 6座，工厂化标准养殖场 4

个，乳制品加工厂、沼气生产厂、有机肥厂各 1

个；生态观光园、农产品加工配送中心、蔬菜种

苗繁育中心、马铃薯脱毒快繁中心各 1处；花牛

苹果标准化示范园 533.3 hm2，优质薄皮核桃示范

园 266.7 hm2，鲜食葡萄生产基地 1 133.3 hm2。经

过 10余年的建设和发展，先后取得国家、省市级

各类龙头企业命名、科技创新平台、基地、示范

点、专利、产品产地认证、科技奖励、会展奖励、

荣誉称号等共计 154项，其中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 15家，科技创新平台 10个，各类示范点（基

地）14处，各类商标 5件，专利 17项，科技项目

获奖 42项，通过产品产地认证 11项，行业会展

奖励 16项，生产技术规程地方标准 6项。

2 园区发展循环经济的做法及成效

园区以循环经济的理念规划园区建设，布置

产业发展，设计经济项目，健全产业链条，进而

着眼循环经济体系，谋划循环经济模式，主抓航

天种业、众兴菌业、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

工业和种养加循环重要节点企业—大型沼气工程

等产业链的健全和延伸，重点完善了“种—养—

加”、“畜—沼—果/菜”、“工厂化食用菌循环农业”、

“雨水收集再利用”等 8种循环农业模式，构建集

“研发—种植—养殖—加工—贮藏—物流”为一体

的特色果品、优质畜禽产品和绿色蔬菜产业链；

打造“单点成链、多链成环、环环成圈、系统循

环、示范带动、促进发展”的现代农业循环经济体

系，提升循环经济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

2.1 着力产业链培育，做大做强优势产业

园区立足自身优势，做大做强航天种业、众

天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循环农业建设的实践与成效
曹金石，张进尚，高志科，王健胜，董 强

（天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甘肃 天水 741030）
摘要：在总结天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基本情况基础上，归纳了园区发展循环农业经济的实践与成效，即着力

产业链培育，做大做强优势产业；着力示范基地建设，增强产业带动能力；着力循环模式构建，促进产业间融合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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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菌业、特色果蔬、农产品加工等产业，不断延

伸产业链条，形成了企业各具特色的产业链发展

格局。天水神舟绿鹏公司已拥有通过航天搭载的

航天蔬菜、粮油、花卉、牧草等九大类农作物品

系 999个，已育成 25 107份种质材料，育成的 38

个航天农作物新品种通过了科技成果鉴定和甘肃

省农作物新品种审（认）定，占全国航天农作物新

品种总数的 46.4%；在国内 25个省区建立了试验

示范基地 163处，累计推广航天蔬菜品种 19.3万

hm2，实现农业产值 110亿元，农业增加值 23亿

元，形成了品种选育—制种—推广一体化的产业

链条。维亚公司通过良种仔猪繁育、优质商品猪

育肥、冷鲜肉加工、农超对接，实现了产加销一

体化发展，年提供良种仔猪 1.4万头，为 3家养殖

合作社和 4家规模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带动发展

规模养殖专业户 720多户。天水九龙山禽业公司

建成 44万只现代化蛋鸡养殖场，年产鲜蛋 7 000 t

多，育雏鸡 24万只，形成雏鸡繁育—蛋鸡养殖—

蛋品加工产业链条。天水洁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立足自身 200 hm2花牛苹果基地，充分利用果园树

叶、覆草、残次果以及玉米秸秆等农业废弃资源

进行肉羊养殖，羊场产生粪尿还田为果园提供有

机肥，形成农业“种—养”小循环产业链模式。天

水润德沼气公司建成大型沼气工程和优质有机肥

生产线，日处理粪污 360 m3，实现日产沼气2 000

m3（最大稳定产量可增加到5 000 m3）；完成 281户

农户并网供气（今年底新增1 000户），年产有机肥

超过 1万 t，构建了集生态种养、畜禽粪便处理和

农作物下脚料利用、有机肥还田于一体的生态农

业循环经济产业链。众兴菌业公司建成日产 70 t

金针菇生产线一条，年收购处理玉米芯、棉籽壳

等农业废弃物 10 230 t，安置 600 多名农民工就

业，形成了“农业废弃物—食用菌—菌渣—生物质

饱和蒸汽—食用菌”的企业小循环产业链模式。通

过园区企业产业链培育壮大，形成了企业产业链

小循环，园区产业大循环的发展态势，进一步优

化和提升了园区产业发展水平。

2.2 着力示范基地建设，增强产业带动能力

园区采取“园区+企业+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

营模式，不断扩大示范推广基地，增强产业辐射

带动能力。通过园区 17家市级以上龙头企业与 11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带动，“园区＋企业＋农户”和

“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不断强化，

航天育种、食用菌生产、乳品加工、畜禽养殖、

农产品物流等产业快速发展。“示范园区”目前已建

成蔬菜、果品、畜牧、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 42

个，“示范园区”面积扩展到 2 746.0 hm2，其中在中

滩缑杨、石佛裴家滩、黄家庄等基地建设露地蔬

菜 247.3 hm2、钢架塑料大棚 146.7 hm2、日光温室

18.7 hm2；南雄果业公司在渭南于元、张元、苏

景、汝季等村建成优质核桃示范园 266.7 hm2，天

润果品、康晟园果业等专业合作社在石佛杨庄、

黄庄、渭南张新等地建成花牛苹果示范园 800.0

hm2，盛龙公司在渭南沈家、渭东、石佛陶新、陶

老等村建成优质葡萄生产基地 1 266.7 hm2。万农、

洁通、嘉园、新科等企业果蔬（主要以蒜苔、芫荽

和苹果为主）储藏周转量 23 000 t。嘉信公司与

8 600多户农户签订全株玉米秸秆和饲草收购合

同，年收购饲料超过 3 万 t，直接带动生产基地

1 533.3 hm2、农民 10 000 余户，为农民增收 800

万多元，充分发挥了示范基地在区域产业结构调

整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2.3 着力循环模式构建，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园区坚持走“产学研结合、农科教一体、种养

加循环、农工贸促进”的发展路子，在循环经济理

念引导下，园区企业一方面发挥特色形成自身小

循环系统，另一方面多点对接，不同产业间构建

了“种—养—加”、“畜—沼—果/菜/粮”及雨水收集

再利用等八种循环经济模式，形成了“单点成链，

多链成环，环环相扣”的“示范园区”循环农业新体

系。先后完善和建成以高效农作物种植、生态养

殖和现代农产品加工物流为重点的“种—养—加”

模式；以沼气集中供气和有机肥生产为重点的

“畜—沼—果/菜/粮”模式；以众兴菌业农业废弃物

利用为重点的“工厂化食用菌循环农业”模式；

“四位一体”沼气循环模式；以集约化蔬菜育苗为

重点的“蔬菜基质栽培循环利用”模式；以“水源热

泵供暖”为核心的地热资源循环利用模式；以园区

水肥一体化雨水集流利用为重点的“雨水集流利

用”模式；以中滩垃圾填埋场建设为核心的“废弃

物收集及生活垃圾处理”模式。通过产业链节点衔

接，促进了各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构建了集良

种繁育推广、标准化种植养殖、农产品深加工利

用、冷链物流配送、农业废弃物收集循环再利用

于一体的现代绿色农业循环产业体系。通过产业

融合发展，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农产品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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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作为互联网时代新经济的主流商务

交易模式，已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但

农村却因为自然、社会和经济等因素的限制，在

电子商务领域的发展相对滞后。平凉地处六盘山

贫困片区，迫切需要借助各类电商平台将当地的

特色农产品与外部市场进行对接，电子商务已成

为转变平凉市农业发展方式的有力推手，是平凉

市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载体。然而制约平凉农产

品顺利“走出去”的关键是通达顺畅的物流服务水

平严重滞后，这是平凉市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软

肋。为此，我们结合当前电子商务发展的要

求［ 1 - 15］，对研究区的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分

析，旨在借助电子商务实施精准扶贫，将电子商

务与农业生产的核心价值链条相结合，以增强区

域农村脱贫致富的能力。

1 平凉市农村物流的发展现状

2015年以来，平凉市将发展电子商务作为助

推全市商贸物流业健康发展、构建陕甘宁几何中

心物流枢纽的重要举措，抢抓“互联网+”的发展机

遇，依托当地产业优势，强化资源整合和政策扶

持，积极培育了一批电商平台，在不断完善支撑

服务体系的同时，深入推进电子商务在经济社会

生活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措

施：主导产业支撑、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协会引

领、基层组织融合、精准扶贫发力。

1.1 农村物流体系建设不断完善

截止“十二五”末，平凉将农村物流体系建设

作为重点，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得到了不断完善，

逐步形成了重点区域农产品批发市场：崆峒区陇

东农副产品批发交易中心、泾川县陇东果品瓜菜

摘要：越来越多的农产品试图借助电子商务实施精准扶贫，将电子商务与农业生产的核心价值链条相
结合，以增强农村脱贫致富的能力。通过分析现代物流对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性及制约平凉电子商务发展的

物流瓶颈，结合国外先进的物流解决方案，提出了解决平凉电子商务发展中物流问题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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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市农村电子商务物流现状分析和发展建议
冉卓玉，李 广

（甘肃农业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值的提升，形成了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共生发展

的循环经济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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