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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观点 CORE�OPIN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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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从产值来看，2013 年以来，⽢肃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牧业总

产值呈现逐年增⻓态势，林业总产值、渔业总产值则呈现波动增⻓态势。细分产

值结构为“农业总产值>牧业总产值>林业总产值>渔业总产值”，其中农业总产

值⽐重常年超 60%，牧业总产值⽐重常年在 25%左右波动，渔业总产值、林业

总产值⽐重均不到 5%。�

2.� 从种植业重点产业来看，近 10 年来，⽢肃省种植业⽣产规模保持良好发展。

其中，粮⻝种植⾯积常年在 4000 万亩以上，产量常年超 1200 万吨，种植⾯积

和产量整体表现为“⽟⽶>⼩⻨>薯类>⾖类>稻⾕”的结构，是国内最具影响⼒

的优质商品薯、脱毒种薯和加⼯薯⽣产基地之⼀，⻢铃薯产量常年位列全国第三

（年⽣产规模在 200 万吨以上），定西市粮⻝种植⾯积及产量常年位列全省第

⼀；蔬菜种植⾯积已超 650 万亩，产量已超 1700 万吨，是我国⾼原夏菜的最佳

产区，蔬菜主要产区为武威市、天⽔市、兰州市；果园⾯积接近 500 万亩，产量

超过 800 万吨，优势品类主要为苹果、西⽠、甜⽠，主要产区为平凉市、天⽔市、

庆阳市；中药材种植⾯积已连续 4 年超 400 万亩，产量已连续 5 年超过 100 万

吨，主要以当归、⻩芪、党参、⼤⻩为主，主要产区为定西市、陇南市；油料种

植⾯积、产量整体呈现波动减少态势，⾯积、产量分别在 400 万亩、60 万吨左

右波动，品类以油菜籽为主，主要产⾃天⽔市、庆阳市。�

3.� 从畜牧业重点产业来看，2013 年以来，⽢肃省⾁类总产量以及细分的猪⽜⽺

禽⾁产量整体呈现波动增⻓态势，其中，⽺⾁产量增量相对较⼤（约 20 万吨），

全省⾁类产量结构也由 2013~2014 年的“猪⾁>⽜⾁>⽺⾁>禽⾁”变化为“猪

⾁>⽺⾁>⽜⾁>禽⾁”。其中，猪⾁年产量超 65 万吨，⽐重为 47.98%；⽺⾁和

⽜⾁年产量在 30 万吨左右，⽐重分别为 25.79%、19.22%；禽⾁年产量在 9万

吨左右，⽐重约 7%。禽蛋产量、⽜奶产量也整体呈正增⻓态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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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肃省位于我国西北部，⽓候⼲燥少⾬，昼夜温差⼤，⽇照充⾜。⽬前基

本形成了草畜、⻢铃薯、⽔果、蔬菜等战略性主导产业，制种、中药材、啤酒

原料等区域性优势产业，以及⻝⽤百合、球根花卉、⻩花菜、花椒、油橄榄等

⼀批地⽅性特⾊产业和产品。�

⽢肃省粮⻝作物以⼩⻨、⽟⽶、⻢铃薯三⼤类为主，另外还有稻⾕、⾕

⼦、糜⼦、⾼粱、啤酒⼤⻨、燕⻨、荞⻨、⻘稞、⼤⾖、蚕⾖。经济作物有蔬

菜（包括辣椒、番茄、茄⼦、番⽠、西兰花、娃娃菜、芹菜、⻘笋、菜⼼、⾖

⻆、洋葱、⾲菜、⼤蒜等）、中药材（包括当归、党参、⼈参、⻩芪、柴胡、

板蓝根、⽢草、枸杞等）、⽔果（包括苹果、西⽠、梨、葡萄、桃、杏、枣

等）、油料（包括胡⿇、油菜籽、葵花籽、花⽣、芝⿇等）、棉花、线⿇、烟

叶、甜菜等。�

⽢肃是全国药材主要产区之⼀，现有药材品种 9500多种，居全国第⼆

位，⽬前经营的主要药材有 450 种。⾼原夏菜⾯积产量位居全国第⼀，⻢铃

薯、中药材、苹果⾯积产量位居全国第⼆，⽺存栏量位居全国第三，⽜存栏量

位居全国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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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022 年⽢肃省主要农产品产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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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肃省统计局� �  ）�

本⽂基于农⼩蜂在运营过程中积累的：⽢肃省农业产值、种植（养殖）规

模、产量等数据对⽢肃省农业产业概况进⾏简析，梳理⽢肃省农业产业基本⾯

及发展趋势，让对农业产业感兴趣的各⽅更直观、有效的了解⽢肃省农业产业

运⾏和发展态势，为关注农业产业链上下游科研、育种、种植（养殖）、加

⼯、仓储、包装、保鲜、运输、销售等活动的主体及社会服务机构等各⽅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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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值概况�

1.1. 第⼀产业增加值、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位列全国 23�

1.1.1. 现状及在全国所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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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2022 年，⽢肃省实现地区⽣产总值（GDP）

11201.6亿元，同⽐增⻓ 976.1亿元、增幅约 9.55%，位列全国第 27 位。其

中，第⼀产业增加值 1515.3亿元，⽐上年增⻓ 150.5亿元、增幅约 11.03%，

位列全国第 23 位，在全国（88345.1亿元）⽐重约 1.71%，在全省 GDP中的

⽐重约 13.53%；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1561.3亿元，⽐上年增⻓ 154.5亿元、增

幅约 10.98%，也位列全国第 23 位，在全国（92582.4亿元）⽐重约 1.69%，

在全省 GDP中的⽐重约 13.94%——与第⼆产业、第三产业相⽐，虽不占优

势，但在全国农业产业发展中具有举⾜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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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022 年⽢肃省“地区⽣产总值、第⼀产业增加值、农林牧渔业增加值”排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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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1.1.2. 发展趋势�

结合历史数据来看，2013 年以来，⽢肃省第⼀产业增加值、农林牧渔业增

加值均整体呈逐年增⻓态势，结合指标定义来看，“第⼀产业增加值”是指按

市场价格计算的⼀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定时期内从事第⼀产业

（即：农、林、牧、渔业）⽣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农林牧渔业增加值”是指

农、林、牧、渔及农林牧渔服务业⽣产货物或提供服务活动⽽增加的价值——

2022 年第⼀产业增加值、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均达到历年最⾼值 1515.3亿

元、1561.3亿元，同⽐分别增⻓了 11.03%，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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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肃省“第⼀产业增加值、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变化趋势

8

�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1.2.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及牧业总产值逐年增⻓�

1.2.1. 现状及趋势�

从变化趋势来看，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2013 年以来，⽢肃省农林牧渔

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牧业总产值呈现逐年增⻓态势，林业总产值、渔业总

产值则呈现波动增⻓态势。其中，农业总产值主要受蔬菜、⽔果等优势特⾊产

业的拉动，近 9年间增⻓了 769.42亿元，增幅约 90.12%，年均复合增⻓率约

8.36%；牧业总产值在猪⽜⽺⾁产业、乳业等发展的带动下，也由 2013 年的

197.25亿元逐年增⻓⾄ 619.85亿元，近 9年间增⻓了 422.6亿元，增⻓了

2.14倍，增幅最⼤，年均复合增⻓率约 15.39%；林业、渔业总产值增速相对

较缓，增幅也相对较⼩。在各细分产业增⻓的带动下，⽢肃省农林牧渔业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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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由 2013 年的 1233.78亿元，逐年增⻓⾄ 2021 年的 2439.54亿元，近 9年

间增量达 1205.76亿元，增幅约 97.73%，年均复合增⻓率约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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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肃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及细分产值变化趋势�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

1.2.2. 产值结构：农业>牧业>林业>渔业�

从产值结构来看，⽢肃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常年保持“农业总产值>牧业总

产值>林业总产值>渔业总产值”的结构，2021 年，⽢肃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约

2439.54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 1623.21亿元，⽐重约 66.54%；牧业总产

值 619.85亿元，⽐重约 25.41%；林业总产值 32.82亿元，⽐重约 1.34%；渔

业总产值 1.96亿元，⽐重约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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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种植业重点产业概况�

2.1. 粮⻝�

2.1.1.种植⾯积回升⾄ 4000 万亩以上，产量超 1200 万吨

10

�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2022 年，⽢肃省粮⻝种植⾯积约 4050 万亩，同

⽐增⻓ 34.86 万亩，增幅约 0.86%；产量约 1265 万吨，同⽐增⻓了 33.54 万

吨，增幅约 2.72%——得益于单产⽔平的提升，产量同⽐增速较⾯积同⽐增速

⾼出 1.86个百分点。�

图表 5：⽢肃省粮⻝种植⾯积与产量变化趋势�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

从发展趋势来看，2013 年~2019 年，受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综合因素影

响，⽢肃省粮⻝种植⾯积由 4126.31 万亩逐年下降⾄ 3871.67 万亩；2020 年

开始，随着全国主粮化政策的推动，⽢肃省粮⻝种植⾯积再次呈现逐年增⻓态

势，2021 年开始已回升⾄ 4000 万亩以上，到 2022 年已连增 3年

（2020~2022 年）。产量则得益于科技的发展与粮⻝单产⽔平的提升，主要在

2016~2017 年受种植⾯积⼤幅下降影响，出现过两年下降现象，其余年份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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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正增⻓态势，并于 2020 年⾸次突破 1200 万吨⼤关，于 2022 年达到近 10

年峰值 1265 万吨。�

2.1.2. ⾯积与产量结构

11

�

⽢肃省地处我国西北内陆，⽓候⼲旱，降⽔少，⽔源短缺严重制约了稻⾕

等对⽔资源需求较⾼的粮⻝作物的发展。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肃省粮⻝

种植⾯积和产量整体表现为“⽟⽶>⼩⻨>薯类>⾖类>稻⾕”的结构。因 2022

年粮⻝细分品类的数据暂未发布，我们以 2021 年数据为例，⽢肃省⽟⽶种植

⾯积为 1577.73 万亩，在全省粮⻝总种植⾯积中的⽐重⾼达 33.37%，产量为

642.96 万吨，在全省粮⻝总产量中的⽐重⾼达 52.21%。�

图表 6：2021 年⽢肃省粮⻝种植⾯积与产量结构对⽐�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

2.1.3. ⾯积、产量均居全国第 19位�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2022 年，全国粮⻝种植⾯积约 177498 万亩、产

量约 68653 万吨，⽢肃省以 4050 万亩、1265 万吨在全国各省粮⻝种植⾯积、

产量规模中均居第 19 位，在全国粮⻝种植⾯积、产量规模中⽐重分别为

2.2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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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2022 年⽢肃省粮⻝⾯积与产量在全国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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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

2.1.4. 主产区：定西市种植⾯积及产量位列第⼀�

据⽢肃省 2022 年统计年鉴数据显⽰，⽢肃省粮⻝种植⾯积超过 300 万亩

的有定西市、庆阳市、天⽔市、平凉市、⽩银市、陇南市、张掖市，其中定西

市粮⻝种植⾯积最⼤（超过 600 万亩）。产量超过 100 万吨的有定西市、张掖

市、庆阳市、天⽔市、武威市、平凉市，其中定西市粮⻝产量最⾼（超过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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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2021 年，粮⻝种植⾯积和产量均居全省第⼀的定西市在⽢肃省 2021

年粮⻝总种植⾯积（4015.14 万亩）、总产量（1231.46 万吨）中⽐重分别为

14.97%、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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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8：2021 年⽢肃省各地级⾏政区粮⻝种植⾯积和产量规模对⽐�

�

2.1.5. 主要优势产品：⻢铃薯�

2.1.5.1. ⽣产规模

（数据来源：⽢肃省 2022 年统计年鉴）� �

�

⽢肃省是我国⻢铃薯⽣产⼤省，也是国内最具影响⼒的优质商品薯、脱毒

种薯和加⼯薯⽣产基地之⼀，全省脱毒种薯应⽤⾯积曾接近 100 万亩。据《中

国农村统计年鉴》数据显⽰，⽢肃省⻢铃薯产量常年位列全国第三，以 2021

年产量 224.6 万吨为例，与第⼆名贵州相差 19.6 万吨，与第⼀名四川省相差

67.8 万吨，在 2021 年全省⻢铃薯总产量（1830.9 万吨）中⽐重约 12.27%。�

�



�

� 

 

图表 9：2020~2021 年各省⻢铃薯产量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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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铃薯作为⽢肃省第三⼤粮⻝作物（薯类重点产品），主要分布在全省 12

个市（州）的 60余个县。⽬前，全省已建成 283.5 万亩规模化、标准化、绿⾊

化种植基地，⽰范带动全省⻢铃薯产业绿⾊⾼质量发展，产品质量安全可靠；

全省共注册⻢铃薯品牌商标 45个，有 5个产品获国家原产地地理标志保护，

49家企业的 49个⻢铃薯产品获国家 A 级绿⾊⻝品证书，⽣产⾯积超过 50 万

亩，鲜薯总产量 95.1 万吨。�

2.1.5.2. 种薯繁育�

种薯繁育⽅⾯，⽢肃省现有种薯繁育企业 40多家，其中⼤型种薯企业 10

余家。依托国家制种⼤县和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县项⽬，建成⻢铃薯繁种基地

超过 40 万亩。全省⻢铃薯脱毒种薯基本实现全覆盖，已建⽴健全了脱毒苗——

原原种——原种——⼀级种薯——⼆级种薯的五级种薯扩繁体系。年⽣产⻢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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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原种 11.9亿粒，占全国的 57.99%，⽣产良种 7.89亿千克，其中，⻢铃薯原

原种外销 5.77亿粒；原种外销 10.41 万吨；⼀级种薯外销 47.26 万吨。�

2.1.5.3. 特⾊产区：定西——“中国⻢铃薯之乡”

15

�

截⾄ 2021 年底，定西市⻢铃薯种植⾯积已超 300 万亩，产量超过 500 万

吨，产值约为 200亿元。“定西⻢铃薯”于 2017 年⼊选中国特⾊农产品优势

区名单，同时成为地理标志品牌；2019 年⼊选农产品区域公⽤品牌；2020 年

跻⾝中欧地理标志保护名单；2021 年底⼊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被称为

“中国⻢铃薯之乡”。�

2.2. 蔬菜�

⽢肃作为我国⽓候特征最复杂的省份，从西到东，绵延 1600公⾥的⼟地

跨越四种⽓候带，光照充⾜，昼夜温差⼤，适宜蔬菜⽣⻓。因此，从南到北，

都有⽢蓝、娃娃菜、花椰菜、⼟⾖、洋葱、芹菜、西红柿、⻩花菜、红辣椒等

品种多样的蔬菜种植。�

⽢肃是我国“西菜东调”、“北菜南运”的五⼤商品蔬菜基地之⼀，也是

被农业部列⼊规划的西北内陆出⼝蔬菜重点⽣产区域、西北温带⼲旱及⻘藏⾼

寒区设施蔬菜重点区域。⽬前，⽢肃蔬菜产业已形成了河西⾛廊灌区、中部及

沿⻩灌区、泾河流域、渭河流域和“两江⼀⽔”流域五⼤优势产区。�

2.2.1.种植⾯积与产量均呈现波动增⻓态势�

据国家统计局和⽢肃省统计局数据显⽰：2013 年以来，⽢肃省蔬菜种植⾯

积与产量均呈现波动增⻓态势，其中，种植⾯积在 2022 年达到最⾼值（681

万亩）；产量于 2014 年开始超过 1000 万吨，其后得益于种植⾯积的增加、单

产⽔平的提升，2022 年蔬菜产量接近 180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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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肃省蔬菜种植⾯积与产量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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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肃省统计局�

2.2.2. ⽢肃省“地标蔬菜”地图�

⽢肃除了蔬菜品种多，特⾊蔬菜也多，“地标蔬菜”更是撑起了⼤西北的

“菜篮⼦”。⽐如：在⽢肃种出全国品质最好的⼤蒜、品质最佳的洋葱、胡萝

⼘、番茄、⾲⻩、百合、辣椒、⻩花菜、⾹菇、⽊⽿等。�

图表 11：⽢肃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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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积稳居全国第 18位、产量居全国第 19位

（数据来源：⽢肃省农业农村厅）�

�

据国家统计局和⽢肃省统计局数据显⽰：⽢肃省蔬菜⾯积常年稳居全国第

18 位、产量常年稳居全国第 19 位。以 2021 年数据为例，⽢肃省蔬菜种植⾯

积为 651.17 万亩，在全国同年蔬菜种植⾯积（32978.57 万亩）中⽐重为

1.97%；蔬菜产量为 1655.25 万吨，在全国同年蔬菜总产量（77548.78 万吨）

中⽐重为 2.13%。�

图表 12：2021 年⽢肃省蔬菜⾯积与产量在全国排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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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主产区：武威市、天⽔市、兰州市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

2021 年⽢肃省蔬菜种植⾯积超过 50 万亩的有天⽔市、兰州市、武威市、

张掖市、庆阳市、酒泉市、陇南市，其中天⽔市和兰州市超过 90 万亩。产量

超过 100 万吨的有武威市、天⽔市、兰州市、张掖市、酒泉市、⽩银市，其中

武威市、天⽔市、兰州市超过 200 万吨。�

图表 13：2021 年⽢肃省各地级⾏政区蔬菜种植⾯积和产量规模对⽐�

�

2.2.5. 主要优势产品：⾼原夏菜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

⽢肃的夏季温度适宜，适合喜冷凉的西蓝花、莴笋、⽢蓝等蔬菜⽣⻓，⽬

前，⾼原夏菜已成为⽢肃省最亮眼的名⽚。�

⽢肃省⾼原凉菜销往南⽅ 26个城市的近 100个蔬菜批发市场乃⾄中东亚

蔬菜市场，弥补了沿海地区夏秋两季蔬菜供应的缺⼝。⽢肃省的⾼原夏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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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湾区的蔬菜总量中占⽐ 10%~20%。杭州是⾼原夏菜最⼤的输出地之

⼀，最辉煌的时候，⽢肃的蔬菜曾在杭州、⼴州商超⾥占据外地产区输⼊叶菜

市场的三分之⼀，与云南菜、寿光菜互为补充和竞争。

19

�

兰州榆中县，是⾼原夏菜的源头与最⼤的产区。位于榆中的兰州国际⾼原

夏菜采购中⼼，是整个西北最⼤、全国第三的蔬菜产销基地，同时也是“北菜

南运”的⼤型集散中⼼。�

2.3. ⽔果�

⽢肃省⽓候⼲燥少⾬，昼夜温差⼤，⽇照充⾜，具备⽔果⽣产的良好条

件，有⼗⼏个品种的优质西⽠和三⼗多个品种的优质甜⽠，主要⽔果特产有

“⾦花宝”西⽠、“⽩兰⽠”、“冬果梨”、“软⼉梨”、“⽩凤桃”、“⾦

冠苹果”以及西峰“西⽠”、兰州“⻩河蜜⽠”、⾦塔的“克克⻬”甜⽠等。�

2.3.1. ⾯积接近 500 万亩，产量超过 800 万吨�

据国家统计局和⽢肃省统计局数据显⽰，2013 年以来，⽢肃省果园⾯积、

产量整体呈现波动增⻓态势，2022 年⽢肃省果园⾯积为 498 万亩，⽔果总产

量数据暂未发布，其中，园林⽔果产量 575.4 万吨，同⽐较 2021 年增⻓

6.7%。�

图表 14：⽢肃省果园⾯积与⽔果产量变化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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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优势品类：苹果、西⽠、甜⽠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肃省统计局）�

�

据国家统计局和⽢肃省统计年鉴数据显⽰，⽢肃省⽔果产量位列前 3 的品

类为苹果、西⽠、甜⽠。2021 年⽢肃省苹果产量 438.36 万吨，西⽠、甜⽠⽆

2020 和 2021 年统计数据，2019 年西⽠、甜⽠产量分别为 194.9 万吨、52.6

万吨。�

图表 15：2021 年⽢肃省⽔果主要品类产量对⽐（单位：万吨)�

�

2.3.3. ⾯积稳居全国第 18位、产量跃居全国第 14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肃省统计年鉴）

�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2021 年，⽢肃省果园⾯积为 492.45 万亩，在

2021 年全国果园总⾯积（19211.99 万亩）中⽐重约 2.56%，位列全国第 18

位；⽔果产量为 883.77 万吨，在 2021 年全国⽔果总产量（29970.2 万吨）中

⽐重约 2.95%，位列全国第 14 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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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6：2021 年⽢肃省果园⾯积与⽔果产量在全国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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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4. 主要产区：平凉市、天⽔市、庆阳市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

2021 年⽢肃省果园⾯积超过 50 万亩的有平凉市、天⽔市、庆阳市、陇南

市，其中平凉市、天⽔市果园⾯积超过 100 万亩。其中，平凉市以 135.81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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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位列全省第⼀，在 2021 年⽢肃省果园总⾯积（492.45 万亩）中⽐重约

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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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2021 年⽢肃省各地级⾏政区果园⾯积规模对⽐�

�

2.3.5. 主要优势产品：苹果

（数据来源：⽢肃省 2022 年统计年鉴�）

�

2006 年⽢肃静宁苹果被认定为地理标志性产品后，⽢肃苹果在全国拥有了

较⾼知名度，市场影响⼒也在逐渐提⾼，栽培⾯积不断扩⼤，由南向北逐步推

进，形成了以平凉、天⽔、庆阳和陇南为主的四⼤产区，⽢肃由于特殊的⾃然

环境条件，苹果已成为全省分布范围最⼴、栽培⾯积最⼤的果种，现已发展成

为全国苹果重要优势产区和第三⽣产⼤省。�

2.3.5.1. ⽣产规模�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2021 年，⽢肃省苹果产量为 438.36 万吨，位列

全国第三位，仅次于陕西省、⼭东省，在 2021 年全国苹果总产量（4597.34 万

吨）中⽐重约 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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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8：⽢肃省苹果产量在全国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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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发展趋势来看，据⽢肃省统计年鉴数据显⽰，2010 年以来，⽢肃省苹果

种植⾯积、产量整体呈现正增⻓态势。2021 年，⽢肃省苹果园⾯积为 377.36

万亩，与 2010 年的 315.33 万亩相⽐，增加了 62.03 万亩，增幅约 19.67%，

年均复合增⻓率约 1.65%，同⽐较 2020 年的 372.84 万亩增⻓了 4.52 万亩，

增幅约 1.21%；产量达到 438.36 万吨，与 2010 年的 132.78 万吨相⽐，增加

了 305.58 万吨，增幅约 130.14%，年均复合增⻓率约 11.47%，同⽐较 2020

年的 385.98 万吨增⻓了 52.38 万吨，增幅约 13.5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

图表 19：⽢肃省苹果园⾯积与产量变化趋势�

�

（数据来源：⽢肃省统计年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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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2. 产业链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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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肃省⽬前已建成各类苹果贮藏库（窖）5.6 万个，保鲜库 1600多座，果

品保鲜贮藏能⼒达 260多万吨。建成果品产后商品化处理线 120多条，采后商

品化处理达到 60%。培育⻰头企业 280多个、果品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

1100多个。有以浓缩果汁为主的苹果加⼯企业 9家，果汁、果脆、果醋、果酒

等多元加⼯产品初具规模，原料果处理能⼒超过 100 万吨。全省 50多家企业

拥有苹果经营直接出⼝权，产品除销往上海、北京、⼴州等⼀线城市外，还出

⼝到俄罗斯、东南亚、欧盟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

2.3.5.3. 品牌影响⼒不断扩⼤�

现已认证果品 GAP ⽰范基地 10 万亩，认证全国绿⾊⻝品原料标准化⽣产

基地 100多万亩，注册出⼝创汇基地近 20 万亩，建成绿⾊果品原料基地 80多

万亩。培育形成了天⽔花⽜苹果、庆阳苹果、静宁苹果、礼县苹果、秦安苹果

等有较⾼知名度和影响⼒的苹果品牌，花⽜苹果、平凉⾦果、静宁苹果荣获中

国驰名商标称号。�

2.4. 中药材�

2.4.1. ⽣产规模及主要趋势�

中医药产业是⽢肃省⼗⼤产业之⼀。从⽣产端来看，⽢肃省中药材资源丰

富，是我国中药材主要产地之⼀，有中药资源 2540 种，⼈⼯种植（养殖）220

余种，规模化种植（养殖）110余种，道地药材 30余种，18 种药材获国家地

理标志（原产地保护）认证，主要以当归、⻩（红）芪、党参、⼤⻩、⽢草、

板蓝根、柴胡、枸杞、半夏、⻩芩为主，被称为“天然药库”。据统计，⽢肃

省 276 种中药材资源被列⼊全国重点品种，占全国 363个重点品种的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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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肃省统计局数据显⽰：2013 年以来，⽢肃省中药材产量随种植⾯积同

步呈现正增⻓态势。其中，2019~2022 年，⽢肃省中药材种植⾯积已连续 4年

超 400 万亩；2018~2022 年，⽢肃省中药材产量已连续 5年超过 100 万吨；

2022 年，⽢肃省中药材产量 137.5 万吨，同⽐较 2021 年增⻓ 6.04 万吨，增

幅约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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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20：⽢肃省中药材种植⾯积与产量变化趋势�

�

2.4.2. 主要产区：定西市、陇南市

（数据来源：⽢肃省统计局、⽢肃省统计公报）

�

2021 年⽢肃省中药材种植⾯积超过 50 万亩的有定西市、陇南市，中药材

产量超过 10 万吨的有定西市、陇南市、酒泉市、⽩银市。定西市以种植⾯积

135.8 万亩、产量 39.29 万吨，成为⽢肃省中药材第⼀⼤产地，在 2021 年⽢肃

省中药材总种植⾯积（459 万亩）、总产量（131.46 万吨）中⽐重分别为

29.59%、29.8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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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1：2021 年⽢肃省各地级⾏政区中药材种植⾯积与产量规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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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肃省有 20多个县（市、区）中药材种植产业呈规模化发展态

势，主要发展品类有当归、党参等。其中，岷县、渭源县、陇西县、⽠州县等

地中药材种植⾯积均已超 20 万亩；岷县中药材产量已超 10 万吨，渭源县、陇

西县、宕昌县、景泰县、⺠乐县等地中药材产量已超 5万吨。

（数据来源：⽢肃省统计局、⽢肃省统计公报�）

�

图表 22：2021 年⽢肃省各县级⾏政区中药材种植品类及⾯积和产量规模对⽐�

地、县�
当归� 党参� 其他�

⾯积（亩)� 产量（吨)� ⾯积（亩)� 产量（吨)� ⾯积（亩)� 产量（吨)�

定西市� 341202.7� 93719.12� 457128.1� 124076.7� 559593.7� 175072.5�

� � 岷� � 县� 182215� 49015� 70609� 20012� 117210� 38112�

� � 渭源县� 92031.88� 29194.38� 116888.04� 24142.09� 108708.22� 42798.79�

� � 漳� � 县� 39849.9� 9025.66� 16904.72� 3976.62� 41209.47� 11686.11�

� � 临洮县� 26240� 6117� 107965� 18884� 51844� 11685�

� � 通渭县� 539.9� 195.08� 4718� 1739.3� 71604.26� 22423.17�

� � 陇西县� 326� 172� 139024.3� 54910.6� 155663.7� 43359.5�

� � 安定区� -� -� 1019� 412.12� 13354� 5007.96�

陇南市� 56071.97� 15119.89� 174667.5� 36272.31� 470133.1� 138967.1�

� � 宕昌县� 26000� 8326� 63050� 14793� 81450� 2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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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武都区� 20171.37� 4118.8� 32934� 7174.3� 142131.15� 28178.82�

� � 礼� � 县� 7700� 2153� 4140� 1159� 15560� 5183�

� � 徽� � 县� 1625� 358� 3947� 1786� 30032� 11105�

� � ⽂� � 县� 200� 66.16� 62775.07� 9888.9� 7275.93� 1214.75�

� � 成� � 县� 198� 54.8� 844� 266.1� 30281.84� 14602.14�

� � 两当县� 157.6� 41.33� 1598.65� 246.1� 61313.69� 19622.51�

� � 西和县� 20� 1.8� 4792� 882.21� 79208.53� 21013.53�

� � 康� � 县� -� -� 586.8� 76.7� 22880� 9158.3�

酒泉市� -� -� -� -� 440190.2� 107611.1�

� � ⽠州县� -� -� -� -� 242370� 46916.53�

� � ⽟⻔市� -� -� -� -� 153679.1� 29053.12�

� � ⾦塔县� -� -� -� -� 34323� 29284.5�

� � 敦煌市� -� -� -� -� 8108.08� 1344.49�

� � 阿克塞县� -� -� -� -� 1710� 1012.5�

⽩银市� 1287� 102.4� 8603� 1862.89� 338469.4� 101081.5�

� � 靖远县� 1223� 96� 2808� 490� 190108� 33118�

� � 景泰县� -� -� -� -� 96886.36� 57251.14�

� � 会宁县� 64� 6.4� 5795� 1372.89� 37253� 8633.9�

� � 平川区� -� -� -� -� 14052� 1947.5�

� � ⽩银区� -� -� -� -� 170� 131�

张掖市� 17950� 8605.6� 150� 68� 230193.9� 91224.54�

� � ⺠乐县� 850� 397.6� -� -� 164578� 63980.85�

� � ⼭丹县� -� -� -� -� 30233� 13334�

� � 临泽县� -� -� -� -� 13750.9� 6061.05�

� � ⾼台县� -� -� -� -� 10955� 4301.64�

� � ⽢州区� -� -� 150� 68� 8112� 2726�

� � 肃南县� -� -� -� -� 2565� 821�

庆阳市� 2834.28� 1127.08� 2620.74� 707.59� 211254.4� 92657.24�

� � 宁� � 县� 398� 132.71� 879.9� 291.26� 57299.3� 29617.27�

� � 镇原县� -� -� 1545� 345.11� 52752.6� 1952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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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华池县� 2168.6� 917� -� -� 34854.96� 14285.07�

� � 正宁县� -� -� 54� 22� 29489� 14364�

� � 庆城县� -� -� -� -� 18305� 9335.55�

� � 环� � 县� 51� 15.3� -� -� 15234.85� 3947.28�

� � 合⽔县� 191.68� 56.3� 15� 1.8� 1850.54� 602�

� � 西峰区� 25� 5.77� 126.84� 47.42� 1468.16� 976.33�

武威市� 4660.29� 5331.38� 141� 49.82� 121451.6� 59257.28�

� � 天祝县� 3575.29� 4805.04� -� -� 44377.67� 17603.5�

� � 古浪县� 210� 25.57� 30� 16.5� 37879.92� 10911.96�

� � ⺠勤县� -� -� -� -� 24283� 15301.9�

� � 凉州区� 875� 500.77� 111� 33.32� 14911� 15439.92�

天⽔市� 9444� 2951.7� 52347� 9586.41� 195508.3� 43177.93�

� � 秦州区� -� -� 1916.6� 536.58� 49790.8� 9661.39�

� � 秦安县� -� -� 1160� 77.5� 38597� 2642.4�

� � 武⼭县� 6852� 2484.7� 5056.4� 1582.83� 32920.5� 11030.47�

� � ⽢⾕县� 1100� 94� 42014� 6316� 27886� 4528�

� � 清⽔县� 1492� 373� 200� 46.5� 24250� 9674.3�

� � ⻨积区� -� -� 2000� 1027� 12043� 3043.3�

� � 张家川县� -� -� -� -� 10021� 2598.07�

⽢南州� 67954.76� 20259.97� 54745.03� 11660.82� 114275.6� 23182.69�

� � ⾈曲县� 3510� 513.15� 20879� 3651.84� 49289� 5500.06�

� � 临潭县� 34978.15� 8691.18� 19463.8� 4377.12� 38566.68� 8798.73�

� � 卓尼县� 20794.51� 4736.81� 13267.23� 2792.56� 14986.11� 2476.39�

� � 迭部县� 7813� 6021� 1135� 839.3� 7209� 5093.04�

� � 合作市� 107.4� 19.5� -� -� 2076.6� 574.6�

� � 夏河县� 221.7� 13.33� -� -� 1648.2� 84.87�

� � 碌曲县� 530� 265� -� -� 500� 655�

临夏州� 35749.93� 19458.68� 5771.5� 2140.06� 70364.65� 26753.42�

� � 永靖县� -� -� 4123.5� 1424� 24744.58� 9604.87�

� � 临夏县� 2378.38� 1001.9� 119� 45� 13582.2� 482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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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康乐县� 22882.55� 14180.72� 934� 413.26� 10949.87� 5740.82�

� � 东乡县� 335� 221� -� -� 8600� 2431�

� � 积⽯⼭县� 1884� 751.6� 500� 175� 7388� 2590.2�

� � 和政县� 7928� 2910.46� 45� 15.3� 4077� 1404.07�

� � 临夏市� -� -� -� -� 705� 5�

� � ⼴河县� 342� 393� 50� 67.5� 318� 152.7�

兰州市� 12542.6� 3594.42� 8230.3� 2521.83� 139402.4� 33925.55�

� � 榆中县� 4706� 1873.6� 2988� 765.15� 102011.4� 17364.09�

� � 永登县� 6209� 1216.62� 3987� 1426.38� 34113� 15980.76�

� � 兰州新区� 17.6� 3� 233.6� 80� 2528� 408.05�

� � 七⾥河区� 1450� 442� 963.7� 245.3� 385� 43�

� � 西固区� 160� 59.2� 58� 5� 365� 129.65�

平凉市� 1289.1� 870.33� 2062.3� 966.57� 64895.17� 26084.91�

� � 华亭市� -� -� -� -� 36062� 16292�

� � 庄浪县� 445� 385� 1845.3� 866.07� 9918.7� 3873.7�

� � 泾川县� -� -� -� -� 5425.18� 1527.84�

� � 灵台县� 4� -� 91� 29� 5152.79� 1005.73�

� � 崆峒区� 58� 33� 85� 26� 3096.5� 1081.64�

� � 静宁县� 632.1� 385.95� 41� 45.5� 2928� 1271�

� � 崇信县� 150� 66� -� -� 2312� 1033�

⾦昌市� 1272� 1202� -� -� 7892.5� 6410.8�

� � 永昌县� 1272� 1202� -� -� 6572� 6075.55�

� � ⾦川区� -� -� -� -� 1320.5� 335.25�

嘉峪关市� -� -� -� -� 22000� 6000�

（数据来源：⽢肃省统计年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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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油料：以油菜籽为主�

2.5.1. ⾯积、产量分别在 400 万亩、60万吨左右波动

30

�

据国家统计局和⽢肃省统计局数据显⽰，2013 年以来，受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以及⽓候环境变化等综合因素的影响，⽢肃省油料种植⾯积、产量整体呈现

波动下降态势，主要种植以油菜籽为主，油菜籽常年占⽐在 50%以上。2020

年来，⽢肃省油料种植⾯积整体在 400 万亩左右波动，产量在 60 万吨左右波

动，整体趋稳态势明显。�

2022 年，⽢肃省油料种植⾯积为 405 万亩，与 2013 年的 533.31 万亩相

⽐，下降了 128.31 万亩，降幅约 24.06%，年均复合下降率约 3.38%，与

2021 年的 394.07 万亩相⽐，同⽐增⻓了 10.93 万亩，增幅约 2.77%；产量达

到 61.3 万吨，与 2013 年的 73.59 万吨相⽐，下降了 12.29 万吨，降幅约

16.71%，与 2021 年的 58.79 万吨相⽐，同⽐增⻓了 2.51 万吨，增幅约

4.27%，其中，油菜籽产量 36.5 万吨，占⽐约 59.54%。�

图表 23：⽢肃省油料种植⾯积与产量变化趋势�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肃省统计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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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主要产区：天⽔市、庆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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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肃省 2022 年统计年鉴数据显⽰，2021 年⽢肃省油料种植⾯积超过 50

万亩的有天⽔市、庆阳市，其中天⽔市种植⾯积最⼤（超过 80 万亩）。产量

超过 5万吨的有天⽔市、庆阳市、临夏州、陇南市，其中天⽔市产量最⾼（超

过 10 万吨）。2021 年，天⽔市油料种植⾯积为 82.98 万亩，产量为 11.55 万

吨，在 2021 年⽢肃省油料总种植⾯积（394.07 万亩）、总产量（58.79 万

吨）中⽐重分别为 21.06%、19.65%。�

图表 24：2021 年⽢肃省各地级⾏政区油料种植⾯积和产量规模对⽐�

�

3. 畜牧业重点产业概况

（数据来源：⽢肃省 2022 年统计年鉴）� �

�

在⽢肃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结构中，有 20%以上来⾃牧业总产值，以

2021 年数据为例，⽢肃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约 2439.54亿元，其中，牧业总产

值 619.85亿元，⽐重约 25.41%，仅次于农业总产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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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猪⽜⽺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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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以来，⽢肃省⾁类总产量以及细分的猪⽜⽺禽⾁产量整体呈现波动

增⻓态势，其中，⽺⾁产量增量相对较⼤（约 20 万吨），全省⾁类产量结构

也由 2013~2014 年的“猪⾁>⽜⾁>⽺⾁>禽⾁”变化为“猪⾁>⽺⾁>⽜⾁>禽

⾁”。�

2022 年，⽢肃省⾁类总产量为 141.5 万吨，与 2013 年的 91.01 万吨相

⽐，增⻓了 50.49 万吨，增幅为 55.48%，年均复合增⻓率约 5.03%，同⽐较

2021 年的 135.29 万吨增加了 6.21 万吨，增幅约 4.59%；猪⾁产量为 67.9 万

吨，占⽐约 47.98%，与 2013 年的 50.79 万吨相⽐，增加了 17.11 万吨，增幅

约 33.69%，年均复合增⻓率约 3.28%，同⽐较 2021 年的 64.07 万吨增加了

3.83 万吨，增幅约 5.98%；⽺⾁产量为 36.5 万吨，占⽐约 25.79%，与 2013

年的 16.57 万吨相⽐，增加了 19.93 万吨，增幅约 120.28%，年均复合增⻓率

约 9.17%，同⽐较 2021 年的 33.5 万吨增加了 3 万吨，增幅约 8.96%；⽜⾁产

量为 27.2 万吨，占⽐约 19.22%，与 2013 年的 17.16 万吨相⽐，增加了 10.04

万吨，增幅约 58.51%，年均复合增⻓率约 5.25%，同⽐较 2021 年的 27.02 万

吨增加了 0.18 万吨，增幅约 0.67%；禽⾁产量为 9.9 万吨，占⽐约 7%，约

2014 年的 4.16 万吨相⽐，增加了 5.74 万吨，增幅约 137.98%，年均复合增⻓

率从约 11.45%，同⽐较 2021 年的 9.4 万吨增加了 0.5 万吨，增幅约 5.3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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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5：⽢肃省⾁类总产量及细分产品产量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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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 禽蛋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肃省统计局）�

�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2013 年以来，⽢肃省禽蛋产量呈现波动增⻓的趋

势，2022 年禽蛋产量达到 21.6 万吨，与 2013 年的 14.5 万吨相⽐，增⻓了

7.1 万吨，增幅约 48.96%，年均复合增⻓率约 4.53%；同⽐较 2021 年的 22.3

万吨减少了 0.7 万吨，降幅为 3.14%。�

图表 26：⽢肃省禽蛋产量变化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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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奶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

�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2013 年以来，⽢肃省⽜奶产量呈现波动增⻓的趋

势，仅在 2015 年有过 0.73%的下降。2022 年，⽢肃省⽜奶产量达到 91.8 万

吨，与 2013 年的 38.5 万吨相⽐，增加了 53.3 万吨，增⻓了 1.38倍，年均复

合增⻓率约 10.14%；同⽐较 2021 年的 66.64 万吨增⻓ 25.16 万吨，增幅为

37.76%。�

图表 27：⽢肃省⽜奶产量变化趋势�

�

4. 林业重点产业概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 �

�

在⽢肃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结构中，林业总产值常年位列第三位，以 2021

年数据为例，⽢肃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约 2439.54亿元，其中，林业总产值

32.82亿元，⽐重约 1.34%，依次居农业总产值、牧业总产值之后。�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2013 年以来，⽢肃省林产品主要有⽊材、⽣

漆、油桐籽、五倍籽、棕⽚、⽵笋⽚等。其中，⽣漆、油桐籽、五倍籽、棕

⽚、⽵笋⽚等林产品产量相关数据⾃ 2017 年以来已陆续停⽌对外公布；⽊材



�

�  

产量呈现波动增⻓的趋势，2021 年，⽢肃省⽊材产量达到 6万⽴⽅⽶，较

2013 年增⻓了 3 万⽴⽅⽶，增⻓了 2倍，年均复合增⻓率约 8%；较 2020 年

减少了 3 万⽴⽅⽶，降幅为 33.33%。因国家统计局没有统计更新其他林产品

产量，本⽂仅做⽊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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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8：⽢肃省⽊材产量变化趋势�

�

5. 渔业产业概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

⽢肃省地处我国西北内陆，⽓候⼲旱，降⽔少，⽔源短缺严重制约了渔业

产业的发展。在⽢肃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结构中，渔业总产值所占⽐重相对最

低，以 2021 年数据为例，⽢肃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约 2439.54亿元，其中，

渔业总产值 1.96亿元，⽐重约 0.08%，依次居农业总产值（1623.21亿元，

66.54%）、牧业总产值（619.85亿元、25.41%）、林业总产值（32.82亿

元，1.34%）之后。�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肃省⽔产品总产量常年位列全国第 30 位，仅

⾼于西藏⾃治区，产品结构整体以⻥类淡⽔产品为主（产量⽐重常年在 97%以

上），同时也产少量虾蟹类淡⽔产品（产量⽐重不到 3%）。2010 年以来，⽢

肃省⽔产品总产量随⻥类淡⽔产品产量同步，呈现波动增⻓态势，但增量及增



�

� 

幅均相对较⼩。近 10 年来，⽢肃省⽔产品总产量峰值为 2017 年的 1.54 万

吨，最⼩值为 2010 年的 1.23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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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9：⽢肃省⽔产品总产量及细分产品产量变化趋势�

 

�

2021 年，⽢肃省⽔产品总产量为 1.42 万吨，其中，⻥类淡⽔产品产量

1.39 万吨，⽐重约 97.89%，虾蟹类淡⽔产品产量 0.03 万吨，⽐重约 2.11%；

较 2010 年的 1.23 万吨增⻓了 0.19 万吨，与近 10 年⽢肃省⽔产品总产量峰值

（2017 年的 1.54 万吨）相差 0.12 万吨。从⽢肃省的地理位置及⽓候环境来

看，未来增幅相对有限，整体趋稳态势明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 � �

�

6. 市场经营主体�

据《⽢肃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信息显⽰，2022 年，⽢

肃省⻰头企业总数达到 3096家，销售收⼊突破 1000亿元。培育农⺠专业合作

社 8.96 万家，带动农⼾ 246.19 万⼾，占全省农⼾总数的 50%以上。在全省

31个县区开展了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全省创建县级以上⽰范社



�

�  

 

 

10224家，培育家庭农场 30576家，认定县级以上⽰范性家庭农场 3759家，

全省农业社会服务组织 1870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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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特⾊产区及品牌认证情况�

7.1. 中国特⾊农产品优势区：7个�

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显⽰，全国共有 308个“中国特⾊农产品优势区”，其

中，⽢肃省有 7个，涉及了党参、苹果、花椒、⾼原夏菜、当归、⻢铃薯等特

⾊农产品。�

图表 30：⽢肃省“中国特⾊农产品优势区”�

认定时间� 名称� 地址�

2020� ⽢肃省渭源县渭源⽩条党参中国特⾊农产品优势区� 渭源县�

2020� ⽢肃省天⽔市⻨积区花⽜苹果中国特⾊农产品优势区� 天⽔市⻨积区�

2019� ⽢肃省陇南市武都区武都花椒中国特⾊农产品优势区� 陇南市武都区�

2018� ⽢肃省榆中县兰州⾼原夏菜中国特⾊农产品优势区� 榆中县�

2018� ⽢肃省静宁县静宁苹果中国特⾊农产品优势区� 静宁县�

2018� ⽢肃省岷县岷县当归中国特⾊农产品优势区� 岷县�

2017� ⽢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定西⻢铃薯中国特⾊农产品优势区� 定西市安定区�

 7.2. 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137 个

（信息来源：农业农村部）� � �

�

截⾄ 2023 年 5⽉，全国累计认定了 3510个“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其

中，⽢肃省有 137个，主要涉及粮⻝⾕物（⼩⽶、⼩⻨、荞⻨）、薯类（⻢铃

薯）、蔬菜（⼤蒜、洋葱、⽢蓝、番茄、⽩菜、百合、芹菜、绿萝⼘、胡萝

⼘、葱、西兰花、辣椒、⾲菜、⻩⽠、⻩花菜、乌⻰头）、⽔果（苹果、哈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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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西⽠、杏、桃、梨、樱桃、葡萄）、酿酒葡萄以及葡萄酒、坚果

（核桃、⽩⽠⼦）、中药材（党参、半夏、⼤⻩、当归、枸杞、柴胡、独活、

连翘、锁阳、⻩芪、红芪）、油料（胡⿇籽、葵花籽、油橄榄）、⾹料（孜

然、花椒、茴⾹）、花卉（牡丹、玫瑰）、茶（绿茶）、畜牧业（猪、⽜、

⽺、蜂、⻢、⻢⿅、驴、鸡、鸡蛋）等农产品。

38

�

图表 31：⽢肃省“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及证书持有者明细�

认定年份� 产品名称� 产地� 证书编号� 证书持有者�

2021� ⽟⻔孜然� -� -�
⽟⻔市农林技术推⼴服

务中⼼�

2021� ⺠勤茴⾹� -� -� ⺠勤县⾹⾟料产销协会�

2021� 卓尼柴胡� -� -� 卓尼县中药材产业协会�

2021� 卓尼当归� -� -� 卓尼县中药材产业协会�

2021� 临潭⼤⻩� -� -� 临潭县农业技术推⼴站�

2021� 临潭当归� -� -� 临潭县农业技术推⼴站�

2021� 庄浪苹果�
⽢肃省平凉市庄

浪县�
� �

庄浪县果业技术服务中

⼼�

2021� 西和⼋盘梨� -� -�
西和县经济作物技术推

⼴站�

2021� 永登七⼭⽺� -� -�
永登县七⼭养殖产业协

会�

2021� ⽢南蕨⿇猪� -� -� 合作市畜牧⼯作站�

2021� 武都油橄榄� -� -�
陇南市武都区绿⾊⻝品

管理办公室�

2020� 庄浪⻢铃薯� ⽢肃省平凉市� AGI03074�
庄浪县农业技术推⼴中

⼼�

2020� 通渭苹果� ⽢肃省定西市� AGI03075�
通渭县农村合作经济经

营管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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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秦州⼤樱桃� ⽢肃省天⽔市� AGI03076�
天⽔市秦州区绿⾊⻝品

办公室�

2020� ⻨积核桃� ⽢肃省天⽔市� AGI03077�
天⽔市⻨积区绿⾊⻝品

协会�

2020� 花海甜⽠� ⽢肃省酒泉市� AGI03078�
⽟⻔市农业技术推⼴中

⼼�

2020� ⾼台⿊番茄� ⽢肃省张掖市� AGI03079� ⾼台⿊番茄协会�

2020� 张家川乌⻰头� ⽢肃省天⽔市� AGI03080�
张家川回族⾃治县经济

作物⼯作指导站�

2020� 清⽔花椒� ⽢肃省天⽔市� AGI03081� 清⽔县宏昊花椒协会�

2020� 崆峒胡⿇� ⽢肃省平凉市� AGI03082�
平凉市崆峒区农产品质

量检测站�

2020� 华亭独活� ⽢肃省平凉市� AGI03083�
华亭市中药材产业发展

服务中⼼�

2020� 华亭⼤⻩� ⽢肃省平凉市� AGI03084�
华亭市中药材产业发展

服务中⼼�

2020� 康县太平鸡� ⽢肃省陇南市� AGI03085� 康县太平鸡养殖协会�

2020� ⾼台河西猪� ⽢肃省张掖市� AGI03086� ⾼台县畜牧技术推⼴站�

2020� ⾼台胭脂鸡� ⽢肃省张掖市� AGI03087�
⾼台县万鹏禽类综合养

殖联合会�

2020� 邽⼭蜂蜜� ⽢肃省天⽔市� AGI03088� 清⽔县蜂业协会�

2020� 兰州冬果梨� -�
AGI2020-02-

3265�

永登县特⾊农产品产销

协会�

2020� 西和半夏� -�
AGI2020-02-

3266�

西和县经济作物技术推

⼴站�

2019� ⾼台辣椒⼲� ⽢肃省张掖市� AGI02590�
⾼台县农产品质量监测

检验中⼼�

2019� 漳县紫斑牡丹� ⽢肃省定西市� AGI02591� 漳县牡丹产业协会�

2019� 宕昌百花蜜� ⽢肃省陇南市� AGI02592� 宕昌县畜牧兽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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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菜� ⽢肃省酒泉市� AGI02630�
⽟⻔市农业技术推⼴中

⼼�

2019� ⽟⻔枸杞� ⽢肃省酒泉市� AGI02631�
⽟⻔市农业技术推⼴中

⼼�

2019� ⺠勤蜜⽠� ⽢肃省武威市� AGI02632� ⺠勤县⽠产业协会�

2019� 岷县蜂蜜� ⽢肃省定西市� AGI02633� 岷县畜牧兽医局�

2019� ⻨积⼭花蜜� ⽢肃省天⽔市� AGI02634�
天⽔市⻨积区畜牧技术

推⼴站�

2019�
祁连清泉⽺羔

⾁�
⽢肃省酒泉市� AGI02635� ⽟⻔市畜牧站�

2019�
古浪红光头⼩

⻨�
⽢肃省武威市� AGI02772�

古浪县⼤靖农产品购销

专业协会�

2019� 陇南苦荞� ⽢肃省陇南市� AGI02773�
陇南市苦荞专业技术协

会�

2019� ⾦塔辣椒� ⽢肃省酒泉市� AGI02774�
⾦塔县农业技术推⼴中

⼼�

2019� 兰州百合� ⽢肃省兰州市� AGI02775�
兰州市七⾥河区农业技

术推⼴站�

2019�
⾈曲棒棒槽蜂

蜜�

⽢肃省⽢南藏族

⾃治州�
AGI02776� ⾈曲县畜牧草原⼯作站�

2019� 肃北雪⼭⽺⾁� ⽢肃省酒泉市� AGI02777�
肃北蒙古族⾃治县畜牧

兽医局�

2019�
阿克塞哈萨克

⻢�
⽢肃省酒泉市� AGI02778�

阿克塞哈萨克族⾃治县

畜牧兽医局�

2019� ⾦塔⾁⽺� ⽢肃省酒泉市� AGI02779� ⾦塔县畜牧兽医局�

2018� 天⽔连翘� ⽢肃省天⽔市� AGI02367�
天⽔市中药材种植业协

会�

2018� 临洮⻢铃薯� ⽢肃省定西市� AGI02368�
临洮县农业技术推⼴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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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平川甜⽠� ⽢肃省⽩银市� AGI02369�
⽩银市平川区农业技术

推⼴中⼼�

2018� 平川⼭⽺⾁� ⽢肃省⽩银市� AGI02370�
⽩银市平川区畜牧兽医

局�

2018� 武都崖蜜� ⽢肃省陇南市� AGI02371�
陇南市武都区电⼦商务

中⼼�

2018� 灵台苹果� ⽢肃省平凉市� AGI02440� 灵台县果业局�

2018� 崇信苹果� ⽢肃省平凉市� AGI02441�
崇信县汇丰现代农业协

会�

2018� ⻰湾苹果� ⽢肃省⽩银市� AGI02442�
景泰县农业技术推⼴中

⼼�

2018� 崇信芹菜� ⽢肃省平凉市� AGI02443� 崇信县蔬菜协会�

2018� 清⽔半夏� ⽢肃省天⽔市� AGI02444� 清⽔县经济作物⼯作站�

2018� ⻨积花椒� ⽢肃省天⽔市� AGI02514�
天⽔市⻨积区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测中⼼�

2018� 古浪⾹⽠� ⽢肃省武威市� AGI02515�
古浪县⼟⻔镇蔬菜产销

协会�

2018� 平川苹果� ⽢肃省⽩银市� AGI02516�
⽩银市平川区农业技术

推⼴中⼼�

2018� 翠柳⼭⽺⾁� ⽢肃省⽩银市� AGI02517� 景泰县畜牧兽医局�

2018� 平川⿊驴� ⽢肃省⽩银市� AGI02518�
⽩银市平川区畜牧兽医

局�

2017� ⼤庙⾹⽔梨� ⽢肃省⽩银市� AGI02108�
靖远县农业技术推⼴中

⼼�

2017� 条⼭梨� ⽢肃省⽩银市� AGI02109�
景泰县农业技术推⼴中

⼼�

2017� 景泰枸杞� ⽢肃省⽩银市� AGI02110�
景泰县农业技术推⼴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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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曲从岭藏鸡�
⽢肃省⽢南藏族

⾃治州�
AGI02111� ⾈曲县畜牧草原⼯作站�

2016� 安宁⽩凤桃� ⽢肃省兰州市� AGI01876�
兰州市安宁堡街道桃⼦

协会�

2016� 武都纹党参� ⽢肃省陇南市� AGI01877�
陇南市武都区纹党参协

会�

2016� 庆阳荞⻨� ⽢肃省庆阳市� AGI01878� 庆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2016� 定西⻢铃薯� ⽢肃省定西市� AGI01879�
定西市安定区⻢铃薯产

业开发办公室�

2016� 靖远旱砂西⽠� ⽢肃省⽩银市� AGI01930�
靖远县农业技术推⼴中

⼼�

2016� 玛曲欧拉⽺�
⽢肃省⽢南藏族

⾃治州�
AGI01931�

玛曲县西科河欧拉⽺种

公畜养殖场�

2016� 玛曲牦⽜�
⽢肃省⽢南藏族

⾃治州�
AGI01932�

玛曲县阿孜畜牧科技⽰

范园区�

2016� 陇南绿茶� ⽢肃省陇南市� AGI01999�
陇南市经济作物技术推

⼴总站�

2016� 庆阳⽩⽠⼦� ⽢肃省庆阳市� AGI02000�
庆阳市农业技术推⼴中

⼼�

2016� ⾈曲核桃�
⽢肃省⽢南藏族

⾃治州�
AGI02001� ⾈曲县林业⼯作站�

2016� ⾈曲花椒�
⽢肃省⽢南藏族

⾃治州�
AGI02002� ⾈曲县林业⼯作站�

2016� 岷县当归� ⽢肃省定西市� AGI02003�
岷县中药材⽣产技术指

导站�

2016� 陇西⽩条党参� ⽢肃省定西市� AGI02004�
陇西县中医药产业发展

局�

2016� 陇西⻩芪� ⽢肃省定西市� AGI02005�
陇西县中医药产业发展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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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张掖葡萄� ⽢肃省张掖市� AGI01653� 张掖市葡萄协会�

2015� ⽠州锁阳� ⽢肃省酒泉市� AGI01654� ⽠州县锁阳协会�

2015� 肃南牦⽜� ⽢肃省张掖市� AGI01655�
肃南裕固族⾃治县牦⽜

养殖协会�

2015� 皋兰旱砂西⽠� ⽢肃省兰州市� AGI01720�
皋兰县农产品⾏业协会

联合会�

2015� 皋兰软⼉梨� ⽢肃省兰州市� AGI01721�
皋兰县农产品⾏业协会

联合会�

2015� 苦⽔玫瑰� ⽢肃省兰州市� AGI01722� 永登县玫瑰协会�

2015� 凉州⽺羔⾁� ⽢肃省武威市� AGI01723� 凉州区养⽺协会�

2015� 肃南⻢⿅⿅茸� ⽢肃省张掖市� AGI01724�
肃南裕固族⾃治县养⿅

协会�

2015� 庆阳⾹⽠� ⽢肃省庆阳市� AGI01725�
庆阳市农业技术推⼴中

⼼�

2015� 武都花椒� ⽢肃省陇南市� AGI01726�
陇南市武都区花椒服务

中⼼�

2015� 宕昌⼤⻩� ⽢肃省陇南市� AGI01727�
宕昌县中药材开发服务

中⼼�

2015� 永昌⾁⽺� ⽢肃省⾦昌市� AGI01728�
永昌县农业特⾊产业办

公室�

2015� 皋兰红砂洋芋� ⽢肃省兰州市� AGI01782�
皋兰县农产品⾏业协会

联合会�

2015�
皋兰⽲尚头⼩

⻨�
⽢肃省兰州市� AGI01783�

皋兰县农产品⾏业协会

联合会�

2015� 东湾绿萝⼘� ⽢肃省⾦昌市� AGI01784�
⾦昌市⾦川区农业技术

推⼴服务中⼼�

2014� 武威酿酒葡萄� ⽢肃省武威市� AGI01443�
武威市农业技术推⼴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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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嘉峪关泥沟胡

萝⼘�
⽢肃省嘉峪关市� AGI01444�

嘉峪关市农业技术推⼴

站�

2014� 宕昌⻩芪� ⽢肃省陇南市� AGI01445�
宕昌县中药材开发服务

中⼼�

2014� 徽县紫⽪⼤蒜� ⽢肃省陇南市� AGI01496� 徽县紫⽪⼤蒜种植协会�

2014�
哈尔腾哈萨克

⽺�
⽢肃省酒泉市� AGI01579�

阿克塞哈萨克族⾃治县

阿勒腾乡养殖协会�

2013�
肃南⽢肃⾼⼭

细⽑⽺�
⽢肃省张掖市� AGI01177�

肃南裕固族⾃治县养⽺

协会�

2013� 双湾⻝葵� ⽢肃省⾦昌市� AGI01229�
⾦川区农业技术推⼴服

务中⼼�

2013� 庆阳⼩⽶� ⽢肃省庆阳市� AGI01230�
庆阳市农业技术推⼴中

⼼�

2013� ⽢⾕⼤葱� ⽢肃省天⽔市� AGI01351�
⽢肃省⽢⾕县园艺技术

推⼴站�

2013� ⾦塔番茄� ⽢肃省酒泉市� AGI01352�
⾦塔县农业技术推⼴中

⼼�

2013� ⽠州枸杞� ⽢肃省酒泉市� AGI01353�
⽠州县林果科技服务中

⼼�

2013� 清⽔粉壳蛋� ⽢肃省天⽔市� AGI01354� 清⽔县养鸡协会�

2013� ⻩⾹沟鸡� ⽢肃省定西市� AGI01355�
渭源县南⼭放养⾍草鸡

协会�

2013� 环县滩⽺� ⽢肃省庆阳市� AGI01356� 环县养⽺协会�

2013� 岷县⿊裘⽪⽺� ⽢肃省定西市� AGI01357�
岷县涌泉养殖专业合作

社�

2013� 庆阳⿊⼭⽺� ⽢肃省庆阳市� AGI01358�
庆阳市畜牧技术推⼴中

⼼�

2012� 双湾西⽠� ⽢肃省⾦昌市� AGI00867�
⾦昌市⾦川区农业技术

推⼴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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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正宁⼤葱� ⽢肃省庆阳市� AGI00985� 正宁县蔬菜⽣产⼯作站�

2012� ⽠州甜⽠� ⽢肃省酒泉市� AGI00986�
⽠州县农业科技服务中

⼼�

2012� 渭源⽩条党参� ⽢肃省定西市� AGI00987�
渭源县中药材产业办公

室�

2012� ⾦川红辣椒� ⽢肃省⾦昌市� AGI00988� ⾦川区农业技术推⼴站�

2012� 张家川红花⽜� ⽢肃省天⽔市� AGI00989�
张家川回族⾃治县畜牧

兽医⼯作站�

2012� 天祝⽩牦⽜� ⽢肃省武威市� AGI00990�
天祝藏族⾃治县畜牧技

术推⼴站�

2012� 永昌啤酒⼤⻨� ⽢肃省⾦昌市� AGI00991�
永昌县农业特⾊产业办

公室�

2012� 永昌胡萝⼘� ⽢肃省⾦昌市� AGI01042�
永昌县农业特⾊产业办

公室�

2011� ⽠州蜜⽠� ⽢肃省酒泉市� AGI00576�
⽠州县农业科技服务中

⼼�

2011�
嘉峪关野⿇湾

西⽠�
⽢肃省嘉峪关市� AGI00577�

嘉峪关市农业技术推⼴

站�

2011� ⽠州西⽠� ⽢肃省酒泉市� AGI00638�
⽠州县农业科技服务中

⼼�

2011� 哈达铺当归� ⽢肃省陇南市� AGI00639�
宕昌县中药材开发服务

中⼼�

2011� 武都红芪� ⽢肃省陇南市� AGI00640�
陇南市武都区中药材技

术服务中⼼�

2011� 宕昌党参� ⽢肃省陇南市� AGI00641�
宕昌县中药材开发服务

中⼼�

2011� 岷县蕨⿇猪� ⽢肃省定西市� AGI00642�
岷县康源养殖专业合作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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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嘉峪关洋葱� ⽢肃省嘉峪关市� AGI00282�
嘉峪关市农业技术推⼴

站�

2010� 敦煌李⼴杏� ⽢肃省酒泉市� AGI00283�
敦煌市农业技术推⼴中

⼼�

2010� 敦煌葡萄� ⽢肃省酒泉市� AGI00305�
敦煌市农业技术推⼴中

⼼�

2010� 早胜⽜� ⽢肃省庆阳市� AGI00306� 庆阳市⽜产业协会�

2010� 榆中菜花� ⽢肃省兰州市� AGI00336�
榆中县蔬菜产业发展中

⼼�

2010� 庆阳驴� ⽢肃省庆阳市� AGI00337�
庆阳市畜牧技术推⼴中

⼼�

2010� 榆中⼤⽩菜� ⽢肃省兰州市� AGI00360�
榆中县蔬菜产业发展中

⼼�

2010� 秦安苹果� ⽢肃省天⽔市� AGI00362�
秦安县农村经济经营管

理站�

2010� 榆中莲花菜� ⽢肃省兰州市� AGI00416�
榆中县蔬菜产业发展中

⼼�

2009� 庆阳苹果� ⽢肃省庆阳市� AGI00152�
庆阳市经济林⽊⼯作管

理站�

2009� 庆阳⻩花菜� ⽢肃省庆阳市� AGI00153�
庆城县农业技术推⼴中

⼼�

2009� 板桥⽩⻩⽠� ⽢肃省庆阳市� AGI00169� 合⽔县蔬菜开发办公室�

 7.3.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9个

（信息来源：农业农村部） �

�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名单由各省产业园所在地⼈⺠政府提出申请报送，再

由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作领导⼩组办公室进⾏备案审查，最后对名单进



�

�  

⾏公⽰。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园是为了培育⾼素质现代农⺠、深化完善全市乡村

振兴试验⽰范⼯作。涉及 16个省份，多个产业，这些产业园产业特⾊鲜明、

要素⾼度集聚、设施装备先进、⽣产⽅式绿⾊、经济效益显著、⽰范带动有

⼒，是引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排头兵和乡村产业兴旺的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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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全国共批准创建 326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其中，⽢肃省 9个，

主要涉及⽣猪、⾁⽺、苹果、蔬菜、⽟⽶、⻢铃薯等农产品。�

图表 32：⽢肃省“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年份� 名称�

2023� ⽢肃省榆中县现代农业产业园�

2023� ⽢肃省张掖市⽢州区现代农业产业园�

2022� ⽢肃省东乡县现代农业产业园（⾁⽺）�

2022� ⽢肃省天⽔市⻨积区现代农业产业园（花⽜苹果）�

2021� ⽢肃省武威市凉州区现代农业产业园（⽣猪）�

2019� ⽢肃省酒泉市肃州区现代农业产业园（苹果）�

2019� ⽢肃省宁县现代农业产业园（蔬菜、⽟⽶种业）�

2018� ⽢肃省定西市安定区现代农业产业园（⻢铃薯）�

2017� ⽢肃省临洮县现代农业产业园（蔬菜）�

 7.4. 全国⼀村⼀品⽰范村镇：118 个

（信息来源：农业农村部� ） �

�

2011 年以来，全国累计认定了 12批 4182“全国⼀村⼀品⽰范村镇”，申

报主体为⾏政村、⾏政镇、涉农产业发展好的社区或街道，申报的主导产业为

特⾊种植、特⾊养殖、特⾊⻝品、特⾊⽂化（如传统⼿⼯技艺、⺠俗⽂化等）

和新业态（如休闲旅游、⺠宿、电⼦商务等）的⼀个具体品类，且有较强的辐

射带动和⽰范引领作⽤。�



�

� 

其中，⽢肃省“全国⼀村⼀品⽰范村镇”累计有 118个。产品涉及⽔果、

蔬菜、中药材、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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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 33：⽢肃省“全国⼀村⼀品⽰范村镇”分布情况�

年份� 名称�

2022� ⽢肃省兰州市永登县七⼭乡（⾁⽺）�

2022� ⽢肃省酒泉市⽟⻔市昌⻢镇（⾁⽺）�

2022� ⽢肃省酒泉市肃州区泉湖镇四坝村（设施蔬菜）�

2022� ⽢肃省张掖市⽢州区党寨镇陈寨村（设施蔬菜）�

2022� ⽢肃省张掖市⼭丹县东乐镇（⾁⽺）�

2022� ⽢肃省⾦昌市永昌县朱王堡镇（⾼原夏菜）�

2022� ⽢肃省天⽔市张家川回族⾃治县⻰⼭镇（⾁⽜）�

2022� ⽢肃省天⽔市张家川回族⾃治县刘堡镇窑⼉村（乌⻰头）�

2022� ⽢肃省天⽔市清⽔县郭川镇郭⼭村（花椒）�

2022� ⽢肃省武威市⺠勤县东坝镇东⼀村（⼈参果）�

2022� ⽢肃省庆阳市镇原县太平镇枣林村（苹果）�

2022� ⽢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巩昌镇河那坡村（设施蔬菜）�

2022� ⽢肃省定西市岷县寺沟镇⽴珠村（猫尾草）�

2022� ⽢肃省临夏回族⾃治州康乐县胭脂镇⼤庄村（⻝⽤菌）�

2021� ⽢肃省⽢南藏族⾃治州⾈曲县博峪镇恰路诺村（中药材）�

2021� ⽢肃省定西市岷县茶埠镇岳家湾村（中药材）�

2021� ⽢肃省庆阳市宁县焦村镇（苹果）�

2021� ⽢肃省庆阳市环县曲⼦镇西沟村（紫花苜蓿）�

2021� ⽢肃省天⽔市张家川县⻰⼭镇⻢河村（苹果）�

2021� ⽢肃省⽩银市景泰县草窝滩镇（西红柿）�

2021� ⽢肃省酒泉市⽟⻔市下西号镇（枸杞）�

2021� ⽢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园⼦岔乡（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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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肃省陇南市武都区⻢街镇（花椒）�

2021� ⽢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四坝镇（蔬菜）�

2021� ⽢肃省武威市⺠勤县东湖镇（茴⾹）�

2021� ⽢肃省张掖市⽢州区乌江镇（蔬菜）�

2021� ⽢肃省张掖市肃南县明花乡（牧草）�

2020� ⽢肃省兰州市西固区西柳沟街道张家⼤坪村（⾲⻩）��

2020� ⽢肃省兰州市永登县武胜驿镇（⾼原夏菜）��

2020� ⽢肃省⾦昌市永昌县朱王堡镇陈仓村（⾼原夏菜）��

2020� ⽢肃省⽩银市靖远县东湾镇三合村（设施蔬菜）��

2020� ⽢肃省天⽔市清⽔县郭川镇宋川村（苹果）��

2020� ⽢肃省武威市天祝藏族⾃治县打柴沟镇（⾼原夏菜）��

2020� ⽢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治县明花乡前滩村（牧草）��

2020� ⽢肃省平凉市庄浪县阳川镇孙王村（苹果）��

2020� ⽢肃省酒泉市⽟⻔市花海镇⾦湾村（蜜⽠）��

2020� ⽢肃省定西市岷县梅川镇（中药材）��

2020� ⽢肃省陇南市武都区裕河镇坟坪⼦村（茶叶）��

2020� ⽢肃省陇南市宕昌县庞家乡拉路村（中药材）��

2020� ⽢肃省临夏回族⾃治州永靖县关⼭乡徐家湾村（百合）��

2019� ⽢肃省兰州市永登县苦⽔镇（苦⽔玫瑰）�

2019� ⽢肃省天⽔市秦安县安伏镇（苹果）�

2019� ⽢肃省平凉市庄浪县万泉镇（苹果）�

2019� ⽢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治县⼤河乡（⽜、⽺）�

2019� ⽢肃省武威市天祝藏族⾃治县华藏寺镇岔⼝驿村（蔬菜）�

2019� ⽢肃省武威市⺠勤县收成镇（蜜⽠）�

2019� ⽢肃省⽩银市会宁县杨崖集镇杨崖集村（中药材）�

2019� ⽢肃省⽩银市靖远县五合镇⽩茨林村（枸杞）�

2019� ⽢肃省酒泉市⽟⻔市清泉乡跃进村（⼈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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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肃省陇南市礼县永兴镇捷地村（苹果）�

2018� ⽢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中川镇赖家坡村（玫瑰）�

2018� ⽢肃省定西市安定区⾹泉镇陈家屲村（定西⻢铃薯）�

2018� ⽢肃省张掖市⽢州区花寨乡花寨村（⾦花寨⼩⽶）�

2018� ⽢肃省永靖县三塬镇下塬村（蔬菜）�

2018� ⽢肃省灵台县独店镇冯家堡村（苹果）�

2018� ⽢肃省⽠州县⽠州乡三⼯村（哈密⽠）�

2018� ⽢肃省⽢⾕县磐安镇燕家庄村（⾲菜）�

2018� ⽢肃省⾦昌市⾦川区宁远堡镇东湾村（东湾绿萝⼘）�

2018� ⽢肃省⾼台县巷道镇东联村（果蔬）�

2017� ⽢肃省天⽔市秦州区四⼗铺村（花⽜苹果）�

2017� ⽢肃省庄浪县万泉镇邵坪村（苹果）�

2017� ⽢肃省庆城县⽩⻢铺镇（苹果）�

2017� ⽢肃省敦煌市⽉⽛泉镇⽉⽛泉村（敦煌李⼴杏）�

2017� ⽢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下坝镇（诚坤蔬菜）�

2017� ⽢肃省永昌县焦家庄乡（永昌胡萝⼘）�

2017� ⽢肃省⽠州县西湖乡西湖村（⽠州密⽠）�

2017� ⽢肃省皋兰县什川镇⻓坡村（皋兰软⼉梨）�

2017� ⽢肃省陇西县⾸阳镇南⻔村（⻩芪）�

2016� ⽢肃省会宁县头寨⼦镇⽜河村（⽢富苹果）�

2016� ⽢肃省天⽔市秦州区⽟泉镇烟铺村（⼤樱桃）�

2016� ⽢肃省徽县嘉陵镇⽥河村（徽县银杏）�

2016� ⽢肃省景泰县五佛兴⽔村（红枣）�

2016� ⽢肃省永昌县⽔源镇⽅沟村（设施农业）�

2016� ⽢肃省泾川县红河乡柳王村（番茄）�

2016� ⽢肃省礼县永兴镇捷地村（礼县苹果）�

2016� ⽢肃省陇南市武都区郭河乡（陇南花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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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肃省陇西县云⽥镇安家咀村（陇原裕新菌菜）�

2015� ⽢肃省华亭县⻢峡镇蒋庄村（华亭独活）�

2015� ⽢肃省天⽔市⻨积区伯阳镇曹⽯村（曹⽯苹果）�

2015� ⽢肃省天⽔市⻨积区伯阳镇（花⽜苹果）�

2015� ⽢肃省张掖市⽢州区上秦镇徐赵寨村（陇上春绿娃娃菜）�

2015� ⽢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发放镇（发放蔬菜）�

2015� ⽢肃省永靖县关⼭乡南堡村（兰州百合）�

2015� ⽢肃省西峰县温泉镇（陇宝苹果）�

2015� ⽢肃省⾦昌市城关镇⼤坝村（今农⻘笋）�

2014� ⽢肃省兰州市七⾥河区西果园镇（兰州百合）�

2014� ⽢肃省崇信县锦屏镇九功村（⻩⽠）�

2014� ⽢肃省庆城县⾚城镇（庆阳苹果）�

2014� ⽢肃省张掖市⽢州区明永乡沿河村（绿涵⾼原夏菜）�

2014� ⽢肃省⺠勤县蔡旗乡沙滩村（⼩乳⽠）�

2014� ⽢肃省⽟⻔市⾚⾦镇（沁馨⾲菜）�

2014� ⽢肃省玛曲县欧拉镇安茂村（欧拉藏⽺）�

2014� ⽢肃省秦安县河湾村（秦安蜜桃）�

2014� ⽢肃省⾦川县宁远堡镇新华村（茄⼦）�

2013� ⽢肃省临夏县先锋乡丁韩村（蔬菜）�

2013� ⽢肃省临洮县洮阳镇兴荣村（胡萝⼘）�

2013� ⽢肃省康县阳坝镇宋沟村（茗芝翠⽵）�

2013� ⽢肃省张掖市⽢州区乌江镇天乐村（祁沅春蔬菜制种）�

2013� ⽢肃省景泰县草窝滩镇西和村（⻩河⽯林枸杞）�

2013� ⽢肃省⽟⻔市⾚⾦镇（沁馨⾲菜）�

2013� ⽢肃省玛曲县阿万仓镇贡赛村（牦⽜）�

2013� ⽢肃省静宁县李店镇常坪村（静宁苹果）�

2012� ⽢肃省古浪县⻩花滩乡⻩花滩村（⼟⻔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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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肃省合⽔县何家畔乡（庆阳苹果）�

2012� ⽢肃省夏河县⽢加乡仁⻘村（⽢加藏⽺）�

2012� ⽢肃省定西市安定区鲁家沟镇花岔村（鲁家沟⻢铃薯）�

2012� ⽢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庙回族乡柴寺村（柴寺红⽜）�

2012� ⽢肃省张掖市⽢州区梁家墩镇五号村（梁家墩蔬菜）�

2012� ⽢肃省武⼭县⻢⼒镇北顺村（北顺⻩⽠）�

2012� ⽢肃省永昌县城关镇⾦川东村（永昌胡萝⼘）�

2011� ⽢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肖⾦镇⽶王村（蔬菜、⽠果）�

2011� ⽢肃省敦煌市阳关镇（⽆核⽩葡萄）�

2011� ⽢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柳乡⼤柳村（西⽠）�

2011� ⽢肃省永登县柳树乡韩家井村（红提葡萄）�

2011� ⽢肃省永靖县杨塔乡徐湾村（⻢铃薯）�

2011� ⽢肃省陇西县⾸阳镇⾸阳村（中药材）�

2011� ⽢肃省靖远县糜滩乡下滩村（辣椒）�

2011� ⽢肃省⾼台县巷道乡东湾村（蔬菜）�

 7.5.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95个

（信息来源：农业农村部� ） �

�

截⾄ 2023 年 5⽉，全国累计有 4960个产品获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认定，⽢肃省有 95个。主要涉及粮⻝⾕物（⼩⽶、藜⻨）、薯类（⻢铃

薯）、⾖类（红⼩⾖）、蔬菜（⼤蒜、洋葱、⽢蓝、番茄、百合、花椰菜、芹

菜、莴笋、胡萝⼘、辣椒、⿅⻆菜、南⽠）、⻝⽤菌（⽊⽿、海鲜菇、⿊⽊

⽿）、⽔果（苹果、西⽠、哈密⽠、杏、枣、桃、葡萄、⼈参果）、坚果⼲果

（杏仁、核桃）、中药材（党参、⼤⻩、枸杞、桔梗、羌活、菊粉、⻩芪）、

油料（胡⿇籽）、⾹料（花椒）、花卉（玫瑰）、茶、畜牧产品（⽜、⽺、乳

业）、⽔产品（鳖）等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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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4：⽢肃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及主要认定单位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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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定时间� 名称� 认定单位�

2023� 四⻰苹果� ⽩银⿍丰源种养殖农⺠专业合作社�

2023� 平川藜⻨� ⽩银市平川区成丰种植专业合作社等�

2023� 古浪⼿⼯挂⾯� 古浪天源农业产业有限公司等�

2023� 陇西⽩条党参� 陇西⼀⽅制药有限公司等�

2023� ⻨积核桃� 天⽔益盛农林开发有限公司等�

2023� 通渭⻩芪� 通渭县通⼴药材有限责任公司等�

2022� 永登苦⽔玫瑰� 永登县新川种植农⺠专业合作社等�

2022� 榆中莴笋� 兰州⽟⽴果蔬保鲜有限公司等�

2022� 榆中芹菜� 兰州顺源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

2022� 榆中花椰菜� 兰州绿兴源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等�

2022� 榆中⽢蓝� 兰州绿兴源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等�

2022� ⻨积花⽜苹果� 天⽔花⽜苹果（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2022� ⽢⾕辣椒� ⽢肃陇上椒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

2022� 武都花椒（⼤红袍）� 陇南市瑞达花椒专业合作社等�

2022� 酒泉洋葱� ⽢肃巨⻰供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2022� ⽠州枸杞� ⽠州昊泰⽣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

2022� 张掖海鲜菇� ⽢肃神农珍稀菇业有限公司�

2022� 张掖⾁⽜⾁� ⽢肃祁连牧歌实业有限公司�

2022� 玛曲藏⽺⾁� 玛曲县昌翔清真⾁业有限公司�

2022� 会宁胡⿇油� ⽢肃会宁建伟⻝⽤油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康县⿊⽊⽿� 陇南康元⽣物⼯程有限公司等�

2022� 敦煌李⼴杏� 敦煌市⾦杏园农产品农⺠专业合作社�

2022� ⾦塔⽺⾁� ⾦塔县欣荣养殖种植农⺠专业合作社等�

2022� 庆阳苹果� 庆城县⾦城果蔬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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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曲纹党参� ⽢南中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2� ⾈曲羌活� ⽢南中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2� 成县桔梗� 成县鑫园中药材种植农⺠专业合作社等�

2022� 成县紫⽪⼤蒜� 成县晨兴蔬菜种植农⺠专业合作社�

2022� 灵台甲⻥� 灵台县梨园渔业农⺠专业合作社等�

2022� 平凉红⽜⾁� 平凉市伊通清真⾁制品有限公司等�

2022� ⻨积花椒� 天⽔⽲丰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等�

2021� 永昌⾁⽺⾁� 永昌溪源⾁联加⼯有限公司�

2021� 秦安苹果� 秦安县雪原果品公司等�

2021� 礼县⼤⻩� 礼县春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1� 东乡贡⽺⾁� 东乡县伊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等�

2021� 玛曲牦⽜⾁� 玛曲县昌翔清真⾁业有限公司�

2021� 兰州百合� ⽢肃爽⼝源⽣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2021� 永昌绵⽺⽣乳� ⽢肃元⽣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定西⻢铃薯� 定西瑞源农产品农⺠专业合作社等�

2021� 陇西⻩芪� 陇西县元头坪村中药材初加⼯农产品农⺠专业合

作社等�2021� ⺠勤蜜⽠� ⺠勤县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等�

2021� ⺠勤⽺⾁� ⽢肃凯伟农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

2021� 天祝⽩牦⽜⾁� 武威天润⽩牦⽜绿⾊⻝品开发有限公司等�

2021� 宁县苹果� 庆阳兆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

2017� 徽县银杏果仁� ⽢肃省徽县雅⻰银杏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17� 靖远枸杞� ⽢肃⾦杞福源⽣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平凉⾦果� 平凉市果业开发办公室�

2017� 祁连清泉⼈参果� ⽟⻔市清泉乡康源果蔬农⺠专业合作社�

2017� 庆阳苹果� 庆城县⾦诚果蔬有限公司�

2017� ⾦塔番茄� ⽢肃西域阳光⻝品有限公司�

2017� 酒泉洋葱� 酒泉舜天菜业开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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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临洮百合� 临洮雪源⾦正百合有限责任公司�

2017� 临洮地⽿� 临洮恒德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7� 临洮⿅⻆菜� 临洮恒德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5� 裕沁银针� 陇南市武都区裕春茶叶农⺠专业合作社等�

2015� 华池红⼩⾖� 华池县粮⻝总公司�

2015� ⾦花寨⼩⽶� 张掖市花寨⼩⽶种植专业合作社�

2015� 常津苹果� 静宁常津果品有限责任公司�

2015� 笃顺苹果� 静宁县润仕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州蜜⽠� ⽠州县丝路⽠果农⺠专业合作社�

2015� 红富⼠苹果� 合⽔县陇原果品有限责任公司�

2015� 花⽜苹果� 天⽔花⽜苹果（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5� 泾川红富⼠苹果� 泾川县陇丰果蔬有限公司等�

2015� 陇宝苹果� 庆阳市恒丰源苹果农⺠专业合作社�

2015� 陇蜜红富⼠苹果� 正宁县果品公司�

2015� 平凉⾦果� 泾川县林源果业有限责任公司等�

2015� 秦安蜜桃� 天⽔冠源果业有限公司�

2015� 庆阳苹果� 庆城县丰泰果业专业合作社�

2015� 庆阳苹果� 庆城县⾦诚果蔬有限公司等�

2015� 神陇园苹果� 合⽔县新兴有机农产品农⺠专业合作社�

2015� 下曲葡萄� 天⽔下曲果品经销有限公司�

2015� LD牌南⽠粉� ⽟⻔绿地⽣物制品有限公司�

2015� 康⽿⿊⽊⽿� 康县兴源⼟特产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兰州百合� 兰州振兴百合种植专业合作社等�

2015� 熙瑞牌菊粉� ⽩银熙瑞⽣物⼯程有限公司�

2015� 丰源⻢铃薯� ⺠乐县丰源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庄浪⻢铃薯� 庄浪县陇源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3� 花寨⼩⽶� 张掖市花寨⼩⽶种植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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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永昌啤酒⼤⻨� 永昌县⾦穗⻨芽有限责任公司�

2013� ⽢旭红富⼠苹果� 镇原县⽢旭果品专业合作社�

2013� 陇蜜红富⼠苹果� 正宁县果品公司�

2013� 宁县曹杏� 宁县果业局�

2013� 宁州九⻰⾦枣� 宁县果业局�

2013� 磐红新红星苹果� ⽢⾕县花⽜王果品农⺠专业合作社�

2013� 双湾西⽠� ⾦昌市⾦福祥农产品产销农⺠专业合作社�

2013� 宋川苹果� 天⽔四⽅达园林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3� 西峰华泰红富⼠苹果� 庆阳市西峰华泰果业有限公司�

2013� 下曲葡萄� 天⽔市⻨积区绿旺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

2013� 陇宝核桃� 清⽔县陇华核桃种植专业合作社�

2013� 嘉峪关洋葱� 嘉峪关市新城鸿运洋葱专业合作社等�

2013� ⺠乐紫⽪⼤蒜� ⺠乐县洪⽔⼤蒜种植专业合作社�

2013� 秦安花椒� 秦安县盛源菊⾹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3� 永昌胡萝⼘� 永昌⾦农农业园有限责任公司�

2013� ⾦川红辣椒� ⾦昌市源达农副果品有限责任公司�

2013� 丰源⻢铃薯� ⺠乐县丰源薯业有限责任公司�

 7.6. 全国农业⽂化遗产：8个

（信息来源：农业农村部� ） �

�

农业⽂化遗产是指⼈类与其所处环境⻓期协同发展中创造并传承的独特农

业⽣产系统。2013 年 5⽉ 21⽇⾄今，按照农业农村部中国重要农业⽂化遗产

保护⼯作要求，⽬前全国共有 524个“全国农业⽂化遗产”，其中⽢肃省有 9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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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5：⽢肃省“全国农业⽂化遗产”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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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份� 名称�

2016� ⽢肃阿克塞哈萨克草原游牧系统�

2016� ⽢肃肃南裕固族草原游牧系统�

2016� ⽢肃碌曲洮河传统渔业系统�

2016� ⽢肃徽县银杏栽培系统�

2016� ⽢肃岷县⿊裘⽪⽺养殖系统�

2016� ⽢肃岷县中蜂养殖系统�

2014� ⽢肃岷县当归种植系统�

2013� ⽢肃皋兰什川古梨园�

2013� ⽢肃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

（信息来源：农业农村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