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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分析皋兰县高原夏菜产业发展现状， 找出制约该区高原夏菜产业发展的问题， 并提出了扶持壮
大龙头企业， 形成产业群； 建立订单与追溯制度， 实现产业链的增值模式； 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体系， 建立
市场准入准出制度； 大力发展品牌， 提升产品竞争力； 扩展营销网络， 实现“农超对接” 等高原夏菜产业发展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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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东部、 中部、 南部地区， 5�— 10 月气候
炎热， 台风和暴雨等灾害性天气频繁， 蔬菜生产
受到抑制， 供给严重不足， 而此期间正是兰州夏
季蔬菜大批量集中上市的季节， 兰州高原夏菜从
空间和时间上弥补了南方市场的短缺［1�］。 皋兰县
地处甘肃中部， 辖 6 个镇， 有 57 个行政村和 3 个
社区， 总人口 14.47 万人， 总面积 2�476�km2， 属黄
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海拔高度在 1�459.2～2�445.2�
m， 相对高差达 986�m， 属温带半干旱气候， 年均
气温 7.2�℃， 年均降水量 266�mm， 年均蒸发量
1�660�mm， 年均日照 2�768�h， 无霜期 144�d［2�-�3］。
全县夏季气侯温和， 光照充足， 昼夜温差大， 所
产高原夏菜营养丰富， 色泽鲜亮， 口感极佳， 品
质优异， 深受全国消费者喜爱。 由于蔬菜具有保
鲜期短、 极易腐烂变质的特性， 如何建立高效的
蔬菜种植管理和营销模式是兰州高原夏菜产业发
展的前提， 是农民增收的关键［4�-�5�］。 为此， 我们

通过对皋兰县高原夏菜发展现状进行分析， 以期
找出兰州市高原夏菜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并针对
性地提出相应的建议。
1����皋兰县高原夏菜发展现状
1.1 高原夏菜生产销售初具规模

皋兰县高原夏菜产业已成为全县农民增收的
主导产业之一。 2014 年全县蔬菜种植面积达 0.67
万 hm2， 其中高原夏菜 0.65 万 hm2， 总产量 24.2
万 t， 年产值 2.4 亿元， 菜产品 85%以上实现了外
销， 主要销往福建、 广东、 上海等东南沿海城市
和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 高原夏菜生产
和销售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气候［6��］。
1.2 高原夏菜具有品质及地域优势

兰州地区光照充足， 昼夜温差大， 所产蔬菜
的有机物含量很高， 尤其是蛋白质和维生素 C 含
量高于外地蔬菜 31%和 28%， 造就了优异的先天
品质［7�-�8�］。 西北地区夏季气温较低， 干燥少雨， 病

任务， 建立激励约束机制， 充分调动广大农技人
员的工作积极性， 扎实做好小麦良种引进及推广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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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害少， 农药使用量次极低， 是生产高质量夏菜
的先天保障， 使得该地区生产的冷凉型蔬菜营养
丰富， 色泽鲜亮， 菜香浓郁， 口味纯正， 口感甜
脆。 兰州高原夏菜的色、 形、 味俱佳， 品质优良、
无公害、 富硒等优势特色， 受到消费者的广泛青
睐和赞誉， 深受全国消费者喜爱［9�］。
1.3 高原夏菜品种多

区域海拔差异大、 地形及气候多样的特点造
就了皋兰蔬菜种类的多样性， 外销品种有 300 多
个。 每年 5�—10 月份， 皋兰地区能够提供 20 多个
种类、 200 多个品种的高原夏菜。 其中以白菜花

“巴黎雪”、“雪洁”， 青花菜“绿洲”、 “绿奇”， 菜
用豌豆“台中 13 号”、“台中 11 号”， 甘蓝“中甘
17 号”、“中甘21号”， 辣椒“民欣早椒”、“陇椒 2
号”， 娃娃菜“春玉黄” 等品种备受市场欢迎。
2���皋兰县高原夏菜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1 生产利益联结机制不紧密

“小农户大市场”这一经营模式之间的矛盾日
益突出。 推行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积极探索

“农企合作” 和“农超对接” 的新模式， 形成农产
品种植、 加工、 贮藏和营销一体化体系是解决这
一矛盾的根本。 只有在农户和企业之间形成利益
共同体， 实行“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 的订单式
农业运作模式， 才能将高原夏菜的比较优势逐渐
提升到竞争优势。
2.2 龙头企业主体规模小， 产业链短

皋兰县高原夏菜种植品种多达 50 种， 但进入
工业化生产开发利用的仅 10 多种， 蔬菜加工企业
大多为小型加工企业， 加工产品仅为初级产品。
全县的高原夏菜产品等大都以原料产品形式进入
市场， 虽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 但产业链条短，
附加值低， 规模化、 集约化开发程度不高。 在产
业组织上， 皋兰县特色农业的生产是以单个农户
为主， 企业特别是知名企业参与较少。 皋兰县高
原夏菜种植面积达 0.67 万 hm2， 85%以上是个体农
民种植的， 企业种植面积不足 15%， 这种生产形
式不利于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以及产品质量和市场
竞争力的提高。 另外， 在深加工项目， 新技术、
新品种引进， 品种选育及新设备购置上都需要大
量的资金， 但由于地方财政困难， 致使在种植业
产业发展的各个方面资金扶持力度不足， 没有形
成良好的规模效应。

2.3 信息滞后， 比较效益和时效未得到充分发挥
皋兰县高原夏菜主产区存在区位相对偏远、

城镇化水平不高、 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基础设施
不够完善等问题， 信息化发展水平低， 电商交易
平台还没有完全建立， 信息化劣势是全县发展特
色农业的主要障碍之一， 商品农业比较效益和时
效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品牌的创立、 管理和宣传
不到位， 独特的品牌价值没有发挥应有的效应。
营销渠道不畅、 网络不健全。
3���建议
3.1 扶持壮大龙头企业， 形成产业群

突出创新生产经营方式，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
程度。 在保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基本经营
制度不变的情况下， 创新生产组织形式， 在提高
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上下工夫， 有效引导经营者向
适度规模专业化、 企业化方向发展。 一是大力发
展农村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规范完善专业合
作社， 对现有的专业协会和其他合作经济组织从
制度、 财务、 运行模式等方面进行规范和完善，
促其发展壮大， 鼓励和支持其延长服务链， 由生
产型向生产、 储藏、 加工、 销售一体化方向发展。
二是做大做强专业合作社。 引导制度完善、 管理
比较规范的协会跨村、 跨镇、 跨县建立同业协会，
走向更大范围的联合， 形成拳头效应。 三是积极
发展专业合作社。 对有发展基础的村镇， 在尊重
农民意愿的基础上， 做好宣传动员、 扶持引导工
作， 引导农民成立专业协会， 鼓励龙头企业、 专
业大户和镇站、 所牵头组建“龙头企业（站、 所）+
协会 + 农户” 的经营组织。 大力扶持和培育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 引导各镇将招商引资的重点放
在产业化的龙头企业上， 尤其是引进营销企业。
在引进外来企业的同时， 高度重视农民经纪人队
伍建设， 积极引导长期从事农产品贩运、 务工返
乡的知识青年、 复员退伍军人等， 利用在外了解
的信息和建立的关系， 组建农产品营销企业， 积
极拓展外销市场。 通过发展龙头企业， 推动小城
镇建设和发展， 为农村二、 三产业发展和农业劳
动力转移及土地适度集中进一步创造条件， 力争
每年引进 1～2 个带动力强， 附加值高的龙头企
业。 四是逐步完善和规范农产品市场。 对各乡镇
现有的农产品专业市场、 地头市场逐步进行规范
和完善， 防止压级压价， 确保农产品销售渠道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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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3.2 建立订单与追溯制度， 实现产业链增值模式

截止 2015 年年底， 全县实现高原夏菜订单种
植面积 0.33 万 hm2。 对于实现了农超对接和与大
型餐饮企业对接的订单产品， 做到产品的生产、
加工全程监管。 利用二维码技术， 对所有产品的
产地、 生长周期内的养护、 加工信息以及上市前
的检验检疫结果等信息进行追踪登记， 消费者通
过手机等终端设备可以方便快速查询产品相关信
息， 真正做到产品的公开透明化。 这样既有利于
提升产品的质量， 也有利于扩大产品的知名度，
同时也是消费者更加信赖产品， 增强用户的依赖
度。 产品质量上去了， 产业链也能做长， 产品的
附加值也更高， 价格也有保证， 生产者的利益也
就有了保障， 也更加有利于农户的增收。
3.3 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体系， 建立市场准
入准出制度

想要全面提升皋兰县高原夏菜产品质量， 首
先必须健全、 完善乡镇农产品质量监管体系。 乡
镇监管机构建设是强化源头治理和做好属地化管
理的必然要求。 一是加强巡回督查和监督检查，
确保乡镇、 基层站正常开展工作。 二是各乡镇要
抓好年初目标责任的签订工作， 做到县与乡， 乡
与村层层签订农产品质量目标责任书。 同时要求
蔬菜保鲜库、 农民专业合作社、 生产经营主体、
运输企业向所属乡镇签订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书。
通过目标责任书和承诺书的签定基本实现农产品
质量的全过程监管。 三是要大力新建检测站。 按
照各乡镇实际需要， 积极新建检测站， 争取使全
县的基层检测站覆盖农产品生产、 收购、 储藏、
运输各个环节。 四是严格执行产地准出制度。 要
求各基层站在开具合格证时做到出库必检、 车车
必检， 对准出的农产品要如实登记， 凭检测合格
证再到所在乡镇开具产地准出证明， 并对发出的
合格证、 产地准出证明详细登记， 以便于追溯，
建立全县蔬菜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3.4 大力发展品牌， 提升产品竞争力

突出品牌战略， 推进标准化生产， 促进品牌
建设， 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 着力提高品牌营销
层次， 从营销原成品发展到营销精深加工品， 从
“游击战”发展到主攻大超市、 大卖场或在大城市
设立销售窗口的“阵地战”， 做大做强一批农业品

牌， 提高皋兰县高原夏菜等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
同时要规范品牌农产品的包装与标识管理。
3.5 扩展营销网络， 实现农超对接

突出信息服务， 增强发展农业的后劲。 一是
完善皋兰农业信息网站。 重点拓展服务领域， 扩
大服务内容， 提高服务质量， 以实现农业信息和
技术的快速传递。 同时， 扶植农业及相关产业的
信息化经营组织， 鼓励他们开发以农户生产经营
活动为中心的数据信息库， 提供生产决策咨询、
技术服务和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信息支持。 二是健
全农业新型社会服务体系。 利用新型农业社会化
服务项目， 建立村级农业信息服务站， 为农民和
农业企业提供各类有用信息， 尤其在政策、 实用
技术、 市场价格、 农产品供求等方面及时提供信
息服务， 并将本地的农业相关信息通过网络宣传
出去。 三是加强和重视网络技术人员的培养。 确
定专门人员从事网络技术工作， 开展电子商务、
网上培训、 网购网售等业务， 并不断加强培训，
提高他们对网络的利用和开发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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