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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枸杞产业及其干燥设备应用的发展现状及思考
张军文　刘国春

（甘肃奥凯农产品干燥装备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兰州 730010）

摘要：通过调查了解甘肃省枸杞产业发展的状况及干燥设备应用的情况，认真分析发展的特点、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促

使枸杞产业及干燥设备应用方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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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杞是卫生部第 1 批公布的药食两用中药材，

以食用为主，药用为辅。中医素有“枸杞养生”的说

法，枸杞子有降低血糖、减少脂肪肝、防止动脉粥样

硬化、润肺抗癌等功效，市场潜力巨大。

枸杞的出口仅次于人参，位居我国中药材出口

量的第 2 位。2016 年全国枸杞出口量超过 1 万 t，
出口到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全国枸杞干果总

产量达到 8.8 万 t，年综合产值达 100 亿元以上。国

内枸杞种植农户，采用干燥设备进行烘干的产量约

占总干果量的 1/5，经过烘干后的枸杞，售价比自然

晾晒的多 8 元 /kg，扣除烘干成本 2 元 /kg，农户干枸

杞纯获利 6 元 /kg。如遇雨天，自然晾晒的枸杞还会

使农民每 667m2 损失近 2 成收入，达到 400 元；若大

量使用干燥设备进行烘干脱水，按 2016 年全国枸杞

种植面积 13.33 万 hm2（200 万亩）计，则每年可为

枸杞种植户减损增收 8 亿元。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推进，枸杞

产业正处在强势发展阶段，面临着较好的发展机

遇。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枸杞的精加工食品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欢，其保健功能已被国外消费

者认可，消费市场不断壮大，出口量逐年增加。同

时，枸杞对于国家退耕还林的生态建设具有重大

意义，可以享受到国家区域特色农业发展的优惠 
政策。

1　甘肃枸杞发展现状
甘肃省是国内第二大枸杞产区，枸杞种植面积

约 3.67 万 hm2（55 万亩），干果产量 2 万 t，约占全

国产量的 20%，产值达 20 亿元。甘肃枸杞主产于

白银市的景泰县、靖远县，酒泉市的瓜州县、玉门市，

武威市的民勤县、古浪县等。近几年甘肃省出台优

惠和扶持政策推动枸杞产业的发展，枸杞成为盐碱

地开发和节水特色林果业的先锋树种，使得甘肃地

区枸杞种植面积成倍增长。甘肃省的枸杞农户在枸

杞采摘后，使用干燥设备进行烘干的较少，大多都是

采用日光自然晾晒，由于不能及时储存入库，造成大

量损失及浪费，且环境卫生差，品质不能保证，农民

劳动强度大，直接影响经济收入，制约了枸杞产业的

深度发展。

2　甘肃枸杞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枸杞种植分散，轻质量，加工水平低　甘肃枸

杞目前主要以各家农户为单位，传统小规模分散种

植加工为主，耕作方式原始，存在产业集中度不高、

加工水平低、抗自然灾害能力很弱等问题。由于热

风烘干设备成本相对较高，枸杞农户大都采用一家

一户的自然晾晒方式，晾晒过程中普遍存在污染，卫

生指标不合格。大多数小企业生产工艺落后，加工

还停留在简单的烘干晾晒、筛选分级、包装等初加工

阶段，无法按照产业化的要求，完成生产、加工、销售

一体化，很难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加工后的

干果质量良莠不齐，市场销售价格差别很大，严重影

响了枸杞种植户的利益。

2.2　缺少精加工企业，缺少品牌，市场认知度低　

甘肃枸杞大多是以原材料出售，缺乏深加工企业，地

方品牌效应较弱，缺乏大市场知名度，在全国枸杞市

场中份额较低，主要为外埠市场贴牌销售。产业加

工链短、附加值低等问题已成为甘肃枸杞产业化发

展的瓶颈问题。

虽然靖远枸杞在 2012 年被国家质检总局批准

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但目前甘肃省还没有形成被

市场广泛认可的枸杞品牌。甘肃农户种植的枸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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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主要靠宁夏商贩转乡收购，收购价格由宁夏收

购商决定，自主定价权较低，部分宁夏收购商把甘肃

枸杞收购后，贴上宁夏标签，在市场上又以宁夏枸杞

的品牌销售。通常甘肃农户种植的红枸杞干燥后主

要被收购运到宁夏，黑枸杞干燥后主要被收购运到

青海，大多数农民合作社没有形成深加工能力，只是

挣一点烘干费；而红枸杞烘干加工费为 3.5 元 /kg， 
黑枸杞烘干加工费 4.0 元 /kg；深加工能力严重不足，

利润不高，严重打击了农户种植枸杞的积极性。甘

肃还没有形成专业的枸杞销售市场和交易平台，加

工企业和大户枸杞主要依托宁夏中宁市场销售，市

场风险较大。

在枸杞的精深加工、品牌宣传、销售渠道等方

面，宁夏枸杞一枝独秀领跑行业，宁夏中宁枸杞基地

被评为商务部国家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青海省

制定了《青海省枸杞产业发展规划（2011-2020）》，
一方面推进标准化建设，另一方面主打柴达木枸杞

品牌。相较而言，甘肃省目前还没有省级层面的枸

杞产业发展规划。

2.3　枸杞生产没有形成标准及规范　农民为片面

地追求枸杞高产而不断增加化肥使用量，为了防止

病虫害，不合理地使用各种高残留农药的杀虫剂等，

导致枸杞中重金属和农药含量超标的现象时有发

生。更有甚者，部分“茨农”为了满足收购商对枸杞

颜色鲜艳的要求，采用硫磺熏的方式进行处理，严重

影响枸杞的品质和安全性，在消费者中造成不良的

影响。

2.4　专业化的干燥烘干设备太少，不能满足采摘后

快速脱水的需求，损失较大　枸杞鲜果保质期一般

只有 50h 左右，且不能颠簸运输，所以在收获后主要

问题就是解决快速脱水和保质。目前，甘肃省的枸

杞种植区域枸杞脱水干燥储藏技术相对落后，绝大

多数枸杞农户采用自然摊晒法晒干，农民常选择空

旷通风之处，将刚采集的鲜果摊在果栈上，厚度约

2cm，将果栈支架起来晾晒。自然晾晒的快慢与气

温高低、太阳照射的强弱、时间长短、空气湿度有关，

一般夏果 4~5d，秋果 7~9d 即可。期间需要人工经

常划动摊铺，很费人工。

目前甘肃瓜州、靖远等地，已有部分农民合作

社安装了燃煤热风烘干设备，干燥 3t 鲜枸杞大约

30h，大大地缩短了枸杞的脱水干燥时间；但数量不

多，远远不能满足枸杞采摘后急需烘干的需要，因此

迫切需要大量的枸杞干燥设备。

3　对策和建议
3.1　加大对枸杞种植、制干、加工、销售龙头企业

的政策扶持建设力度　由省政府负责牵头，积极争

取中央的财政资金支持，对相关企业进行资金投入

及扶持，使农产品加工、生产、销售企业扩大生产

规模，提升产品档次，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引导重

点扶持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产销关系，推

进大中专院校积极参与枸杞相关的新产品开发，形

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联接机制，实现产、销、研

一体化，提高农户收益。同时，鼓励企业、枸杞专业

合作社和大场大户从农户中统一收购鲜果枸杞，统

一制干加工，改变农户自然晾晒制干的模式；对购

买干燥设备、深加工设备的企业，政府应进行相应

的农机补贴和优惠政策，扩大农产品产地初加工

补助规格和补助金额，提高枸杞质量和产品安全 
水平。

3.2　加大宣传力度，建立“甘肃枸杞”的特色品牌形

象　建议省政府要制定枸杞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利

用各种手段和媒体大力宣传“甘肃枸杞”，组织或参

与相关农产品展会，让国内外消费者认知“甘肃枸

杞”。组建甘肃枸杞产业联合体，吸收产地种植加工

户、专业经济体加入，与研发、加工与营销企业链接，

形成集种植、科研、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合力，培

育绿色基地，提升产业精深加工能力，开发枸杞系列

健康产品。建立“甘肃枸杞”的专业化交易市场，形

成物流储备中心。注册甘肃自己的品牌商标，逐渐

摆脱“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的传统观

念，积极宣传“甘肃枸杞”的品牌形象，才能使甘肃

枸杞产业走上致富的道路。

3.3　规范市场，制定标准，强化市场监管，提升枸杞

质量　要推行规范化种植，科学使用肥料和农药，实

行基地绿色产品认证及标识管理。积极倡导农户购

买使用干燥设备，进行采摘后不落地、无污染干燥，

保证枸杞鲜果收获后的品质，发展无公害的绿色食

品，提升枸杞果品的质量和效益。优先发展龙头企

业，按照公司 + 基地 + 农户的模式，实行无公害栽

培技术，逐步向生产有机枸杞发展。使企业建成先

进的烘干、筛选、深加工生产线，实现枸杞鲜果采摘

后直接进行烘干，减少污染及损失，提高附加值。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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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市粮食规模化种植现状、存在问题及解决思路
王　勇　马自超

（襄阳正大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湖北襄阳 441100）

摘要：近年来，襄阳市大力培育粮食规模种植主体，推进发展多种形式的粮食规模经营，稳定了粮食生产。通过剖析襄阳

市粮食规模种植中成功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探讨相应的解决思路。 

关键词：粮食规模化种植；问题；解决思路；襄阳市

襄阳市是全国夏粮主产区和 20 个商品粮基地

市之一，随着农村土地流转快速发展，种粮大户、农

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粮食种植主体已成

为襄阳市转变粮食生产方式，促进粮食生产的一支

重要力量。自 2012 年起，该市粮食总产连续突破

50 亿 kg 大关，粮食规模种植对促进粮食稳定发展

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该市面

临规模化种粮“重经营、轻管理、高成本、低效益”导

致粗放经营与农户耕地撂荒、农村劳动力缺乏并存

的问题。因此，如何进一步推进粮食生产转型升级、

稳定加快粮食规模化种植进程，适应现代农业发展，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　粮食规模化种植现状
1.1　粮食规模化种植发展较快　襄阳市各级政府

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围绕促进土

地流转、培育扶持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等新型种植主体，引导发展粮食规模化、集约化

种植，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通过优化作物布局，

推进规模化生产等多种手段，襄阳市粮食种植面积

多年来稳定在 73.33 万 hm2 左右。2013 年底，襄

阳市农村土地流转面积 12.13 万 hm2，种植粮食面

积 3.85hm2 以上的大户达到 5621 户，农业规模化

种植面积 7.33 万 hm2，农民专业合作社 4012 家，家

庭农场 1025 家。2014 年底，全市规模种植户发展

到 20285 户，种植面积在 13.33hm2 以上的专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达到 10456 个，规模种植面积达到 
9.73 万 hm2。至 2016 年全市有农民专业合作社

6631 家，家庭农场 6220 家，合计 12851 个，农村土

地流转率 41.4%，其中规模种植比重 23.4%，数量和

规模居湖北省前列。

1.2　粮食规模生产模式不断创新　近年来，与促进

土地规模有序流转同步，该市各地出现了不少社会

化服务组织，一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种粮大户、

家庭农场单一的经营模式注入了农机专业合作社、

植保服务等社会化服务要素，其中，规模化种植区域

适合进行机械化作业的田块基本达到全覆盖。机

械化程度不断提高，有力地保障了粮食生产朝现代

化方向稳定发展；同时粮食规模化产、加衔接正稳步 
发展。

2　粮食规模化生产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
2.1　襄阳市规模化种粮的优势　襄阳市地处湖北省

西北部，汉江中游，北连南阳盆地、南接江汉平原。属

行市场准入制度、产品标识和产品质量可追溯管理

制度，加强对枸杞产品检验监测，确保枸杞种植、制

干、加工、销售等各环节的安全卫生质量，保证枸杞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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