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隆德县冷凉蔬菜标准化生产基地。

西吉县种植的甘蓝远销全国各地。

原州区净菜分拣车间。

原州区彭堡镇万亩冷凉蔬菜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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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心在南方太吃香了，每天供应三四
十吨，仍然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客商们
一个接一个打电话，让多供一些。”西吉县吉
强镇万崖村冷凉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邓小
江从 5月 17日第一茬冷凉蔬菜成熟上市以
来，就没有好好休息过。

“菜心在广州、深圳等地市场的价格每
公斤 6元，一亩地一茬采摘 2500公斤，赶在
6月中旬收获完毕，除去成本，亩均净赚 1万
元不成问题。”邓小江说，“宁夏菜心”品质柔
嫩、纤维少、口感好、味甘甜，深受南方消费
者喜爱。

种得好，更要卖得好。固原市围绕冷凉
蔬菜生产、加工、冷链、销售等环节延链补
链，引进山东水发、广东东升等知名龙头企
业引领，建立“订单生产、基地共建、互利共
赢”机制，带动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农户共同
发展冷凉蔬菜产业。

“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创新营销
模式，通过线上直播带货、对接盒马鲜生和
叮咚买菜等终端品牌销售渠道，构建了从田
间到餐桌、从市场到商超的多元化销售模
式，实现了与高端市场、品质生活无缝衔
接。”王淑芳说。

固原市主动对接销售市场，开展订单
生产，实现从菜地到市场“一站式”销售。原州区首
茬 7000亩菜心陆续成熟上市后，通过冷链物流，全部
销往粤港澳大湾区。彭阳县依托厦门绿百合、内蒙
古太润等招商引资企业，签约落地辣椒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项目，建设辣椒酱加工厂，开展辣椒精深加
工，进一步延长产业链。

目前，固原市已建成预冷设施 8.5 万平方米，单
次冷藏能力 7.2万吨；有销售主体 61家，销售总量 55
万吨；以分拣、包装、预冷为主的初加工总数量 120万
吨，约占鲜菜总产量的50%。

“产品好不好，市场说了算。”六盘山冷凉蔬菜之
所以能挤进高端市场，靠的是标准化、品牌化。如
今，六盘山冷凉蔬菜在全国高端市场的知名度、影响
力和占有率日益提升，销往全国 25个省市 60多个大
中型蔬菜批发市场，以辣椒、芹菜、菜心、甘蓝、西兰
花、娃娃菜、大白菜、松花菜、蒜苗、洋葱、胡萝卜等为
主导的产品，主供华北、华中、华南、西南诸省，部分
远销马来西亚、阿联酋、沙特等国家和地区。

新的利益联结模式带动了产业的发展和销售市
场的拓展，产品销售从周边地区迅速向全国大中城
市扩展，还获得欧盟认证，拿到了全球“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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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阳县设施蔬菜产业带。

姚磨万亩蔬菜基地姚磨万亩蔬菜基地。。

彭阳农民采摘蔬菜。

六盘山冷凉蔬菜六盘山冷凉蔬菜：：从高原走向江南从高原走向江南

“固原地处六盘山地区，海拔纬度
高、气候冷凉，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
隔离条件好、农作物病虫害少，土壤深
厚、有机质含量高，具有发展冷凉蔬菜
的独特优势，生产的蔬菜色泽鲜亮、
脆嫩多汁、芳香甘甜。”固原市农业技
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王淑芳说，绿色
生态是固原市发展冷凉蔬菜最大的
底气。

环境洁净、资源多样，地位特殊、
生态多样……独特的地理环境，为培
育冷凉蔬菜产业提供了优厚基础；五
河流域肥沃土壤，为冷凉蔬菜生长提
供无限滋养。固原市及各县区立足资
源禀赋，发展冷凉蔬菜产业，因地制宜
打造“当家菜”。

固原市原州区按照冷凉蔬菜产业
区域化布局、集中连片种植，建成沿
清水河流域冷凉蔬菜产业带，组建技
术团队跟进服务，建设蔬菜育苗中
心、设施园区、万亩和千亩露地蔬菜
基地，冷凉蔬菜种植面积达到 25 万
亩，年产值 20 亿元，贡献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2000元。

西吉县采取建设“订单式”蔬菜标
准化基地，推广新技术新品种，打造葫
芦河川道区冷凉蔬菜产业带，建立芹
菜、甘蓝、西兰花、娃娃菜、菜心等多元
化冷凉蔬菜生产基地 15万亩，年产鲜
菜70万吨以上，产值12亿元。

隆德县在渝河、甘渭河、好水河流

域等蔬菜适产区，建设蔬菜棚室，打造
标准化蔬菜示范园，建成沙塘、神林、
联财、温堡 4 个蔬菜种植示范乡镇和
恒光、辛平、吴沟等 18 个千亩蔬菜种
植示范村，引进果菜、叶菜等 10 个优
新品种，带动全县种植蔬菜 6.5万亩，
预计全产业链产值8亿元。

彭阳县采取“企业＋合作社＋
基地＋农户”等发展模式，在茹河、
红河流域建设设施农业示范园区，
创建永久性蔬菜生产基地和设施蔬
菜标准园，发展露地蔬菜基地，冷凉
蔬菜种植面积达到 8.5 万亩，年产各
类蔬菜 22 万吨，实现全产业链总产

值 7.5亿元。
有着丰沛水资源的泾源县，按照

“建基地、带农户、调结构、优环境”的
思路，构建种植、加工、营销全产业链
冷凉蔬菜产业发展体系，种植冷凉果
蔬1.5万亩。

一县一策全产业推进，为冷凉蔬
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可能和保
障。如今，冷凉蔬菜成为固原市特色
名片，固原市和原州区获得“中国（西
部）冷凉蔬菜之乡”称号，西吉县获得

“中国芹菜之乡”称号，彭阳县获得“中
国辣椒之乡”称号，“六盘山冷凉蔬菜”
公用品牌在全国打响。

独特资源禀赋 造就冷凉蔬菜

时下，彭阳县新集乡辣椒陆续上
市，因个大、肉厚、鲜嫩，成为市场上的
抢手货。彭阳辣椒种植成功的秘诀在
于推广蚯蚓生物技术、施用有机肥，使
得产出的辣椒更加优质。这样的技术
运用，使得优质杂交品种淘汰了普通
自留品种，产量翻了番；秸秆生物反应
堆等生态循环低碳技术推广应用，种
出的都是绿色有机蔬菜。

5 月，西吉县吉强镇第一次尝试
种植菜心，上市时间相比往年提前两
个月。种植户张昌盛种植菜心600亩，
第一茬收益 600万元。“全镇千亩菜心
一年生产三茬，可收入 3000万元。”吉
强镇党委书记李学智算了一笔账。

如何将一季生产变成四季生产，
将一茬菜变为多茬菜，生产绿色有机
蔬菜，固原市从应用推广新品种和新
技术上寻找突破口。

“以龙头企业农业高新科技示范
为引领，采用集成应用优良品种、集约
化育苗、滴灌水肥一体化、机械化作
业、生物菌剂施用、病虫害绿色防控、
农机农艺融合的绿色提质增效技术，
全面推进冷凉蔬菜产业提档升级。”王
淑芳说。

固原市围绕高质量发展，全产业
链布局，日光温室抓秋冬、移动拱棚抓
早春，不断优化品种结构和种植茬口，
一年四季因时安排，早中晚熟科学搭

配，实现按季节上市、分品种销售，蔬
菜产品的商品性得到大幅提升。

“从过去当地农民不会种菜，只有
广东、浙江的客商流转土地种菜，到今
年 77家经营主体带动 1.8万多农户种
植，实现从南方农民种、当地农民看，
到当地经营主体引领千家万户参与，
以及由供应当地到面向全国大市场的
根本性转变。”原州区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主任白永强说起种菜变化感触
颇深。

在原州区彭堡镇“三零”生态农业
科技示范基地，连片的蔬菜郁郁葱葱、
长势喜人，大棚内弥漫着小番茄的清
香，菜农们正忙着修剪、打理，一颗颗
鲜红的小番茄错落有致地在叶间闪
动，一派生机盎然。

今年，原州区采取水肥一体化、测
土配方、精准施肥技术，发展“零化肥、
零农药、零激素”的“三零”高品质蔬菜
2300亩，每亩蔬菜产量在 1000公斤至
3000公斤，亩产值 2.5万元至 4万元左
右。“已建成冷凉蔬菜新品种展示园
50亩，展示各种蔬菜品种 200多个。”
白永强说，基地还通过应用数字农场
和ERP系统，实现了蔬菜产业链数字
化经营、智慧化种植、精准化执行、可
视化溯源。

彭阳县针对“彭阳辣椒”多年连作
障碍突出、水肥利用率低、产量不稳、

品质下降等实际问题，聘请宁夏农科
院、宁夏园艺技术推广站、宁夏大学等
科研院所蔬菜专家开展技术研发与合
作，开展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蚯蚓生
物套种套养技术和生物菌剂技术应
用，示范辣椒新品种、“三零”技术、富
硒蔬菜种植和番茄潜叶蛾防治等技
术，带动冷凉蔬菜产业技术水平提升。

固原市对冷凉蔬菜产业软件和硬
件齐抓共管、同步推进。如今，固原市
冷凉蔬菜产业新品种推广应用率达到
100%，新技术推广应用率达到 98%。
全市建成标准化蔬菜生产基地 60个、
永久性蔬菜生产基地 50个、万亩露地
蔬菜基地10个。

日光温室从一代到新型高标准，
实现换代更迭；大中拱棚 3万多栋，遍
布山川；万亩以上的蔬菜种类有芹菜、
辣椒、菜心等十多种，成功打造彭堡、
头营、将台、吉强、联财、沙塘、红河、新
集等冷凉蔬菜生产大乡镇。

严格执行标准，才有产品的高质
量。从一粒种、一棵苗，到水肥、管
护、采收、分拣、包装，六盘山冷凉蔬
菜整个链条全程都有标准化的安全
把控。“蔬菜种植从一年一茬向一年
多茬转变，形成了设施蔬菜、露地瓜
菜四季生产、周年供应、产销两旺的
良好态势，实现从分散种植到规模
化、标准化发展转变。”王淑芳介绍。

农业科技赋能 产业加速出圈

夏季，固原市五河流域的田野流翠
泄绿，成片的蔬菜和庄稼接天连地，山川
大地生机勃勃。时下正值冷凉蔬菜大面
积成熟上市之际，农家人早出晚归，忙着
采摘收获，与时间赛跑，抢着将这一季美
味食材送到消费者餐桌。

冷凉蔬菜是宁夏“六特”产业之一，
也是固原市农业优势产业。近年来，固
原市发挥气候资源优势，坚持“冬菜北
上、夏菜南下”战略，发展“设施蔬菜、露
地蔬菜、西甜瓜”等冷凉蔬菜产业，形成
了设施蔬菜、露地瓜菜四季生产、周年供
应、产销两旺的良好态势。

经过持之以恒发展，截至2022年
底，固原市冷凉蔬菜种植面积达50万
亩，年产量200万吨以上，全产业链产
值达到45亿元以上，固原冷凉蔬菜不仅
畅销大江南北，端上了粤港澳大湾区餐
桌，还获得了欧盟认证，拿到了全球通行
证，成为又一张亮丽的“绿色”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