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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培奇 王帅杰

古语有云：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
知方圆，则必规矩。作为农业大省，河南
把农业标准化作为推动农业发展、助力
乡村振兴的切入点，立足良好的资源优
势，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全省农业逐
步向规范化、标准化生产的新型农业道
路迈进。

走进南阳市西峡县丁河镇丁河村华
联猕猴桃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地，郁郁
葱葱的藤蔓之下，一个个沉甸甸的猕猴
桃挂满枝头，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合作社负责人庞进超从2014年建园
就开始标准化种植，带领300名村民发展
猕猴桃种植 6000多亩，年收入达 8000万
元。“只要一项项比照着标准干，自家地
就能提高产量。对于农民来说，这是最
简单有效的技术推广方式。标准的制定
也标志着技术的成熟，让采用标准化种
植的农民心里更有底。”庞进超说，“自开
展标准化种植以来，市场监管部门推动
构建‘县有示范乡、乡有示范村、村有示
范户’的示范带动体系，让标准得到了更

大范围的推广。”
西峡县 20世纪 80年代就将猕猴桃、

山茱萸和香菇三大特色产业作为发展方
向，围绕三大支柱产业，先后制定了《河
南省山茱萸生产技术规范》《地理标志产
品西峡猕猴桃》《地理标志产品西峡香
菇》等农业地方标准及技术规范34项，实
现了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各环节均有
统一标准和技术规范。

标准决定质量，有什么样的标准就
有什么样的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
量。截至目前，西峡县打造出 12.5 万亩
猕猴桃人工种植基地、22 万亩标准化山
茱萸基地和 110 个香菇种植专业村，香
菇、猕猴桃、山茱萸三大特色产业年综合
产值达200亿元，全县农民收入的60%以
上来源于此。

西峡县特色产业发展是全省农业迈
进规范化、标准化生产新型农业道路的
缩影。

南阳市围绕艾草产业发展，参与制
定了清艾条国家标准，主导制定了《艾栽
培技术规程》等省地方标准，制定发布了
2项市地方标准，相关团体和企业制定了
4项团体标准和2318项企业标准，让标准

助力“小艾叶”有大作为。
安阳市在建成农药、肥料、蔬菜、粮

食、林果等11个农业标准体系基础上，积
极推进示范项目标准体系建设。2019年
以来，安阳市建立了内黄特色花生种植精
准扶贫标准、龙安区龙泉镇美丽乡村标准
等6个项目标准体系，累计建立各类示范
项目标准体系41个，有力支撑了安阳市特
色农业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

鹤壁市围绕优势农产品，建立了 10
类主导农产品标准体系，围绕重点领域，
建立粮食高产创建标准体系、畜禽养殖
加工标准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标准体
系，累计收集、制定各类标准 2000 余项。
以《玉米单交种浚单1538栽培技术规程》

《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生产规范》《禽类
屠宰场建设管理规范》等为代表的地方
标准，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技术、检验、管
理等规范，全市大宗农产品标准化种植
率、标准化养殖率均达90%以上。

在省级层面，河南围绕现代农业发
展，加快种子种苗、疫情防控、投入品安
全等种植养殖环节，质量分级、加工流
通、仓储物流、产品追溯等农产品生产流
通环节和农田水利、农业气象、农业机械

化、农业社会化服务等农业生产保障环
节标准制定，构建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
准体系。仅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近年
来河南就组织制定了《旱地小麦玉米周
年减灾生产技术规程》《水稻抗倒伏减灾
技术规程》等7项地方标准。

此外，围绕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河南
加快制定农村道路、农村水电绿色改造、
农村饮用水安全、农村污水垃圾处理、农
村厕所改造等农村人居环境标准和水产
养殖污染防治、畜禽粪污及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森林草原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
等农林生态标准，打造能留住乡情、乡
韵、乡愁的美丽乡村；围绕乡村治理和农
村文化建设，加快制定村级事务公开、就
业服务、公共卫生、养老、法律服务等标
准，以及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传统村落保
护、民间传统艺术保护与传承等标准。

据统计，在现行的41414项国家标准
中，河南参与制修订 3509 项，参与度为
8.5%；2021年至今，河南已参与制修订国
家标准 313 项，参与度超过 13.7%。近年
来，河南省积极参与国家标准制修订，通
过参与制定标准，引领了产业发展，为国
家的标准化事业发展贡献了河南力量。

河南农业向规范化标准化迈进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阮
蓓）近年来广西深入贯彻乡村振兴战略，
大力发展旅游业，走出了一条产业旺、农
民富、乡村美、生态优、文化兴、人才强的
旅游业助力乡村振兴之路。2021年，全区
乡村旅游接待游客约 3.86亿人次，同比增
长 25.7%，占全区国内旅游人数的 48.4%，
全国排名第一；乡村旅游消费约 2584.81
亿元，同比增长28.8%，分别占当年全区国
内旅游总消费的 28.5%，第三产业增加值
的 20.6%和全区 GDP 总量的 10.5%，为全
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根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发挥旅
游业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重要作用情
况的专题调研报告》，广西坚持规划引领，
注重制度支撑，加强旅游业推动乡村振兴
的顶层设计；同时加大投入力度，完善设
施建设，不断提升乡村旅游业的公共服务
水平。2022年 1-5月，广西分别下达财政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167.19亿元、
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2.64 亿元，并出台《关

于印发自治区继续支持脱贫县开展统筹
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实施方案的
通知》，支持各地按规定整合相关涉农资
金，用于乡村旅游等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
基础设施项目。2021年以来，先后下拨乡
村振兴项目资金 3.7 亿元，支持村级公共
服务中心、游客服务中心、旅游厕所、旅游
标识、停车场、汽车营地等旅游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深入开展乡村环境治理、河流
清理、田园整治、退耕还林、文物修复等工
作，全区乡村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
善、乡村人居环境持续优化。

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既美化了村容村
貌，优化了生态环境，也留住了乡愁。“十
三五”以来，全区近80%的新增各级旅游景
区和旅游度假区集中在农村地区，成功创
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40个，广西四星级
以上乡村旅游区（农家乐）667 家，自治区
级以上森林康养基地35个，自治区级以上
田园综合体 7 个，体育旅游示范基地 10
个。

广西大力发展旅游业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于
险峰 张仁军）入汛以来，辽宁省降雨偏
多，部分地区农田发生洪涝灾害，农作物
不同程度受灾。为努力实现抗灾夺丰收，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日前下发关于切实加
强主要农作物中后期田间管理，努力实现
抗灾夺丰收的通知。

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压
实粮食生产责任。各地要充分认识到抓好
当前粮食等农业生产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立足
抗灾夺丰收，坚持“秋粮一天不到手、工作一
天不放松”，广泛动员，综合施策，千方百计
抓好粮食等农作物中后期田间管理，扎实
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和灾后生产恢复，全力
以赴夺取秋粮丰收，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底线。

要求切实强化分类指导，努力实现
“以丰补歉”。根据专家实地调查和各地
反馈，当前农业灾害主要集中在部分县、
乡的低洼、河流沿岸、排水不畅等地块，区
域性较强；坡地、排水较好的平地以及其
他未受灾地区作物长势较好。

各地要加强田间调查及诊断，科学分
析研判生产形势，根据是否受灾、受灾轻
重，对各县（市、区）、各乡镇（街道）、各村

甚至不同地块进行分类，组织技术人员蹲
点包片、进村入户，有针对性地开展技术
指导服务。

对前期绝收、已毁种的地块，重点做好
毁种作物生产管理，加强肥水调控，特别要
提前疏浚排水沟渠，避免遭遇降雨后再次
受灾；受灾区域或地块，要力争少减产或不
减产，重点抓好防早霜促早熟措施落实，确
保作物安全成熟，可喷施磷酸二氢钾、芸苔
素内酯等叶面肥或植物生长调节剂，补充
养分，增强植株抗逆、抗寒能力，同时要紧
盯黏虫、玉米弯孢菌叶斑病、稻瘟病等病虫
害，提前做好预防，最大程度挽回产量损
失；未受灾区域或地块，要力争多增产，抓
住水分、光照充足的有利条件，加强中后期
田间管理，满足肥水供应，做好病虫防控，
进一步提升单产水平，努力实现“以丰补
歉”，为稳定粮食产量多做贡献。

通知要求加强病虫监测防控，坚决做到
“虫口夺粮”。持续做好防灾减灾，切实降低
灾害影响。及早安排秋收工作，努力实现颗
粒归仓。今年形势复杂特殊，秋收时各地要
加强指导服务，组织党员干部和技术人员深
入生产一线，采取包县包乡、蹲点指导、进
村入户等形式，指导农民适时收获，努力实
现颗粒归仓，全力保障粮食安全。

辽宁“以丰补歉”抗灾夺丰收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艳玲）近日，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召开2022
年上半年四川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及投入品
安全情况新闻通气会。记者从会上了解
到，上半年四川全省大宗农产品例行监测
总体合格率 99.5%，为保障粮食安全和重
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作出了积极贡献。

今年上半年，四川省组织省市县三级
农产品质检机构，定量抽检样品 5.88万批
次。其中，例行监测蔬菜、水果、茶叶、禽畜
产品和水产品等样品6977个，合格率分别
为99.5%、99.3%、99.7%、99.5%和99.4%。

据悉，为切实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测工作的科学性，今年四川全省定量检测
样品量任务是达到每千人1.5批次；在监测
参数上，由 154项增至 161项，涵盖农（兽）
药残留、违禁物质、重金属、生物毒素和理
化指标，如增加了噻虫胺、灭蝇胺、咪鲜胺
等参数；在抽检品种上，聚焦主产主销农产
品，兼顾特色小品种，比如，今年新增了对
牛蛙、肉兔和鹌鹑蛋的专项监测；在抽检对

象上，聚焦现代农业园区、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兼顾小散农户；在抽检环节上，聚焦主
要种植养殖基地，加大对基地收购点、冷
库、气调库等收储环节监测力度。

今年以来，四川省狠抓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工作不放松，具体在五个方面下功
夫。在标准上，新立项省级农业地方标准
20 项，发布实施 40 项，送审 26 项，废止 50
项，省级农业地方标准体系得到进一步优
化；在监管上，抓示范县创建，抓网格化监
管，抓合格证推广，抓追溯应用；在抽检
上，精心制定5大监测计划，充分用好监测
结果，做到该查处的 100%依法查处，能追
踪的 100%核查溯源，查明不合格原因，排
查风险隐患；在执法上，针对突出问题实
施“三年行动”，联合市场监管、公安等六
部门开展农资打假，召开全省农资打假视
频会，针对违法行为加强执法办案，查处
问题 906 个，查办农资和农产品案件 865
件，移交公安机关 8 件；在品牌上，建立四
川省农业品牌目录制度。

四川上半年大宗农产品总体合格率99.5%
今年，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农垦特泥河农牧场公司积极利用中国科学院提供的青贮技术，发展避灾农业，减少雨

季对饲草收获的影响，在裹包的青贮饲草中添加糖蜜和青贮饲草菌剂，提高饲草营养含量和牲畜适口性。目前，全部4万
亩青贮饲草已进入收割季。裹包后的饲草犹如一包包秀色可餐的“罐头”排列整齐。

陈晓娟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 摄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
者 焦宏）8月18日16点，拍卖时间按
时截止，新疆巩乃斯种羊场优质细羊
毛竞拍结果公布，巩乃斯种羊场羊毛
拍得33.8元/公斤的2022年全国羊毛
价格新高。

据了解，为了促进国产细羊毛“优
质优价”和“工牧直交”，促进我国绒毛
全产业链更紧密合作与高质量发展，
国家绒毛用羊产业技术体系、中国羊
毛商会、新疆农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新疆巩乃斯种羊场有限公司联合
组织了这次羊毛竞拍卖会，拍卖会公
告8月12日发出后，截止到18日16点
符合条件的三家企业参与竞拍，最终

天宇羊毛工业（张家港保税区）有限公
司以 33.8 元/公斤的价格拍得巩乃斯
种羊场优质羊毛98.86吨。

巩乃斯种羊场是我国建场历史
最长的细毛羊种羊场，是中国细毛羊
的起源地、培育地，中国的第一只细
毛羊就是在这里诞生，经过八十多年
的岁月更迭，巩乃斯种羊场培育的细
毛羊依旧是全国最好的细毛羊，是农
业农村部授牌的中国第一个羊毛品
牌“萨帕乐”主要生产基地之一，是国
家绒毛用羊产业技术体系试验站之
一，所产羊毛品质上乘，被誉为“细毛
羊的故乡”。此次参与拍卖的 98.86
吨优质国产细羊毛均来自巩乃斯种

羊场，全部采用细羊毛质量控制技术
生产，在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综合
配套技术支撑下生产。

“作为国家级重点种畜禽场、国家
级肉羊标准化示范场和国家羊核心育
种场，巩乃斯种羊场接下来将加强细
羊毛产品质量的控制，提升毛纤维品
质指标，根据市场需求精细划分不同
品质的细羊毛进行销售，大力提高毛
产品销售效益。”巩乃斯种羊场党委负
责人安玮说，“通过全产业链各环节共
同努力，在国毛质量提升和技术创新、
品牌创建上持续用力，力促巩乃斯种
羊场细毛羊品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共创国毛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未来。”

每公斤33.8元！新疆巩乃斯种羊场羊毛价格拍出新高

本报讯（庄严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
者 操戈 邓卫哲）今年以来，海南省琼海
市坚持绿色发展，严格落实耕地保护红
线，以“稳保常态化、品牌本地化、融合深
度化、产业绿色化”为方向，打出了一套

“组合拳”，实现了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有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据统计，2022年上半年琼海市农林牧
渔 业 总 产 值 101.3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3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138
元，增量687元，同比增长6.0%。

稳保常态化，保障粮食基本供给，筑
牢农业产业发展根基。为切实加强粮食
生产，今年琼海市不断强化粮食生产属地
责任，把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层层分解落实
到镇、到村。完成粮食种植面积 28.3 万
亩，完成率占省里下达任务指标的102%。

品牌本地化，发展特色热带作物，激
发农业产业发展潜能。琼海市通过世界
热带水果之窗项目，持续引进热带果蔬建
设优质热带水果基地，培育更多的种质资
源。计划投资530万元建设热带水果新品
种标准化育苗工厂和推广1000亩燕窝果、
手指柠檬等新奇特水果种植。上半年，琼
海市瓜菜种植面积 15 万多亩，产量超 38
万吨。水果总种植面积近14万亩，总产量

超23万吨，同比均有增长。
融合深度化，推动特色乡村旅游，拓

展农业产业发展空间。借助博鳌亚洲论
坛和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品
牌辐射带动，琼海市围绕医疗旅游、会展
旅游，以美丽乡村休闲观光旅游作为推
动农村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同时鼓励
农民大力发展民宿经济，推动农旅深度
融合发展。乡村旅游逐步成为全市旅游
产业新支柱，上半年休闲农业总营业收
入 9082 万元，带动区域农副产品销售收
入 8391万元。

产业绿色化，建设现代新型农业，保
证农业产业发展质量。琼海市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加快
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现代农业。

开展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建立
1.3 万亩水稻稻瘟病防控示范点；全面禁
止秸秆、垃圾露天焚烧，推广秸秆机械化
利用技术，逐步建立健全秸秆收、储、运体
系；实施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和绿色防
控，做到绿色防控全覆盖；不断提高农产
品质量安全水平，严格落实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责任，确保了全市不发生农产品质
量安全事故；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装备实现全覆盖。

海南琼海：“四化”引领打好农业产业振兴“组合拳”
（上接第一版）

精准施策绘制“作战图”

按照扶余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确定的
“13865”发展战略（“1”指打造中国“现代农
业之都”；“3”指“三城联创”，即创建省级园
林城、省级卫生城、省级文明城；“8”指打造
八大产业集群，即农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
生态纸业产业集群、生产资料产业集群、建
筑建材产业集群、玻璃制品产业集群、商贸
物流产业集群、旅游产业集群、新能源产业
集群；“6”指开展六大攻坚战，即招商引资
攻坚战、项目建设攻坚战、电商产业发展攻
坚战、乡村产业振兴攻坚战、营商环境再优
化攻坚战、安全能力提升攻坚战；“5”指建
设五个扶余，即数字扶余、繁荣扶余、生态
扶余、文旅扶余、创新扶余）和“3+7+N”乡
村产业体系（“3”指打造三条农文旅融合产
业带，即北线农文旅融合产业带、中线农文
旅融合产业带、南线农文旅融合产业带；

“7”指打造七大产业集群，即玉米产业集
群、水稻产业集群、杂粮杂豆产业集群、果
蔬产业集群、生猪产业集群、肉牛产业集
群、禽蛋产业集群；“N”指打造N个产业联
盟），立足村情民愿，寻找适合合作社发展
方向的“最优解”，不搞“一刀切”。在推进

党支部领办土地股份合作社方面，鼓励引
导农民群众以土地入股，把碎片化的土地
集中起来，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初期采
取“保底收益+按股分红”分配方法，逐步向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方向过渡。肖家乡王
家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动员了253户，入社
率 80.32%。群众带地入社，入社土地面积
308 公顷，入社率 80.42%。市委组织部、市
乡村振兴局联合协调资金200万元，帮助王
家村购置大型农机具 21 台，从化肥起运到
籽肥植入，全程采用机械化耕作模式，入社
群众每公顷土地稳定分红1.8万元以上。

在推进党支部领办产业融合发展合作
社方面，全市以发展休闲旅游、农业观光、
餐饮民宿等旅游项目，推动农业产业与三
产服务业融合发展。永平乡党委副书记杨
景龙自兼任九连山村党支部书记后，带领
村“两委”班子拓展思路、大胆创新，动员
242户群众带地483公顷加入村党支部领办
的“祥包福”农民专业合作社；协调资金500
万元建设“祥包福”粘豆包厂，入社群众实
现就地就业，做起了职业化“新农民”。

目前,“祥包福”粘豆包厂已投产 6 个
月，累计效益达 50 余万元。合作社入社群
众自愿转为产业工人，人均可实现年增收
6000 元，村集体年增收 50 万元。有了产业

基础后，九连山村同步发展乡村旅游，灯光
隧道、带状公园、东北民宿、主题广场等基
础设施拔地而起，走出了依托粘豆包“小产
业”做好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大文章”的生
动实践。

弓棚子镇季家村党支部书记袁嘉笠是
一名返乡大学生，2021年，他结合村情实际
和产业基础，将肉鸡养殖和鲜食玉米种植
加工相结合，做为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
展方向，牲畜粪便发酵后作为种植项目主
体肥料，村集体筹措资金建设占地 3000 平
方米的冷库加工车间。目前，全村50%以上
的群众已加入到合作社中来。

点面结合形成“一盘棋”

在推进党支部领办养殖合作社方面，
全市结合全省“千万头肉牛”工程，大力开
展以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主体的“全域
肉牛养殖项目”。三井子镇整合所辖 29 个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建立鸿鑫养殖合作社
联合社，建设占地总面积 50 公顷的规模化
牧业小区，整镇推进肉牛繁育养殖，已建设
标准化牛棚 4栋，正在开展一期 200头基础
母牛的引进工作。三岔河镇联盟村由于地
处扶余城区，在可规划黄牛养殖场地面积
不足情况下，村党支部书记宫继森经多方

考察论证，创新采取“飞地”思维，到新万发
镇租地建设标准化牛舍，满足村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发展需要，目前已与300余户群众
达成入社协议。

五家站镇整镇推进的和牛养殖、新万
发镇兴隆村黄牛养殖以及长春岭镇的万头
牛工程等，各乡镇正在加速度“犇”起来。
在推进党支部领办龙头企业入股合作社方
面，三井子镇八井子村与融泰集团签订合
作协议，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集约土地
250.5 公顷，融泰集团出资 200 万元用于合
作社购买大型农机具，并为机械设备日常
维护提供人才与技术支持。

扶余市将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发
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提升村党组织组织力的有力举措，深度融
合农村基层治理、新时代吉林党支部标准
体系（BTX）建设、疫情防控等重点工作，有
机嵌入、互为支撑，打出组合拳的阵势和力
量。今年春耕期间，面对严重的疫情，全市
依托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政治优势、组
织优势和经济优势，帮助农户协调解决农
资下摆、农机检修、资金到位等实际问题。
及时将疫情管控农户的土地由合作社托
管、代耕，确保农时一天不耽误、田地一亩
不撂荒。

本报讯（玉农局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 孙海玲）“18万元！”近日，在青海玉树
藏族自治州第九届玉树牦牛节暨优良种公
牛评比大赛上，荣获“冠军”的曲麻莱县叶
格乡红旗村良种牦牛，在竞拍会上以 18万
元成交，成为本届牦牛节优良种公牛的标王。

据悉，本届玉树牦牛节曲麻莱县共有
20 头野血牦牛参加评选。评选中，曲麻莱
县良种牦牛以外貌、体尺、体重及繁殖性能
等绝对优势指标，一举荣获一枚“金牌”、一
枚“银牌”、一枚“铜牌”和三个第四名的好
成绩。其中，获得第一名的 3301 号牦牛来
自曲麻莱县叶格乡红旗村，以 18万元的价
格被玉树市一牧业合作社拍得，打破青海
省优良种公牛竞拍成交价格纪录。

曲麻莱县是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内
“玉树牦牛”的发源地、主产区，1.2 万头野
牦牛造就了良种牦牛的强大基因，得天独
厚的种质资源在全国绝无仅有。借“中国
牦牛之都”落户玉树之机，曲麻莱县抢抓种
源振兴推进的重要机遇，打造“中国良种牦
牛第一县”和“世界牦牛种源基地”。

全国牦牛看青海，青海牦牛看玉树，而
玉树牦牛的根和魂在曲麻莱。每年秋季，
数以万计的野牦牛混入家畜群自主交配，
造就了曲麻莱良种牦牛的强大基因，得天
独厚的野牦牛种质资源在全国绝无仅有。
随着曲麻莱县良种牦牛知名度、美誉度和
市场认可度不断攀升，青藏、川藏、甘南地
区越来越多的牦牛养殖基地派人前往曲麻
莱县购买优良种畜，经初步统计，曲麻莱县
良种牦牛每年供种4000余头。

“我们对良种牦牛和普通牦牛做了肉
质检测，结果显示其各项指标普遍高于普
通牦牛，这为肉制品走向高端市场奠定坚
实基础。”曲麻莱县相关负责人说，近几年
曲麻莱县为北京、西藏、新疆及周边地区输
出农畜产品，成为这些地区牛羊肉的重要
供给基地。

今年，曲麻莱县明确了生态产业化、产
业生态化基本定位，构建了良种繁育和绿
色有机农畜产品“双轮驱动”、野血牦牛和
扎什加羊“双星定位”、全域有机认证和牲
畜全程可追溯“两全其美”、优质种源基地
和农畜产品输出基地“双基联动”的整体发
展思路。

今后，曲麻莱县将努力打造“玉树牦牛”种源基地，成
为全国良种牦牛龙头。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基
本建成，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有机
农畜生产实现全域有机，确保全季出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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