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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味蔬菜 48小時上灣區餐桌
田間新鮮採摘 冷鏈配送運輸 安全質優供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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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河西走廊到黃土高原，蘭州的百合、榆中的蓮花
菜、定西的土豆、張掖的芹菜、民樂的大蒜、酒泉的洋
葱、武山的韭菜、慶陽的黃花菜、甘谷的紅辣椒、康縣
的黑木耳，一股新鮮濃郁的 「甘味」 撲鼻而來。甘肅省
從西到東綿延1600公里跨越四種氣候帶，交匯黃土、青
藏、蒙古三大高原，光照充足，氣候冷涼，晝夜溫差
大，大部分地方乾燥少雨的環境，成就了 「甘味」 蔬菜
病蟲害少、品質優。

每年1.75萬噸「甘味」菜供灣區
張掖市高台縣粵港澳大灣區茂雄蔬菜基地負責人

說，基地每天外運的蔬菜達40噸，推動蔬菜產業向綠色
生產、包裝加工、冷鏈配送、供港直銷全產業鏈方向發
展。據統計，高台縣粵港澳大灣區菜籃子供應基地1.07
萬畝，年種植各類供港蔬菜2.57萬畝，預計生產蔬菜
1.75萬噸，實現產值6700多萬元（人民幣，下同）。

據相關負責人介紹，目前粵港澳大灣區 「菜籃子」
工程在甘肅省河西走廊多地初具產業規模，武威、金
昌、張掖、酒泉等市近年來依託區位優勢打造蔬菜特色
產業，構建了現代蔬菜產業體系， 「甘味」 蔬菜受到廣
東、香港、澳門以及東南亞市場的青睞。

發展牧業 民眾家門口養牛致富
學子還透過雲採訪了解了武威發展奶產業情況。擠

奶時間剛到，甘肅古浪縣黃花灘生態移民區武威金宇浩
睿農牧業有限公司牧場的擠奶大廳裏， 「訓練有素」 的
奶牛便排起長隊走上重型轉盤式擠奶機，8分鐘左右，機
器自動完成擠奶，奶牛又排着隊走出擠奶大廳。

數百米長的大型標準化棚舍、日糧監控系統等先進
設備在這座牧場已普遍應用。過去，農戶在自家院裏養
幾頭奶牛，拎桶用雙手擠奶。近年，古浪縣搶抓伊利集
團落戶武威市契機，按照 「種好草、養好牛、產好奶」
和全產業鏈發展思路促進奶業振興。

金宇浩睿副總經理金建榮表示，移民區飼草資源豐
富，氣候乾爽、日照充足、土質鬆軟，自然條件十分適
合優質飼草種植和高產奶牛成長。移民大多養殖經驗豐
富，可在短時間內轉化為產業工人。

據介紹，公司已流轉移民區3萬多畝飼草種植用地。
移民群眾陳霞霞在公司牧場上班不久，憑着過去的養殖
經驗，已成為公司飼養奶牛的行家裏手，每月工資5000
多元。她笑着說： 「收入高、環境好、離家近，大家夥
工作起來幹勁十足。」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郭安琪報
道：水鳥嬉戲，草木茂密，蘆葦蕩與
水面連成一片，翱翔的鳥兒叫聲婉
轉，遊客與自然構成和諧的畫面。在
甘肅張掖，有這樣一幅美麗的生態畫
卷——張掖國家濕地公園。

這裏是動物的天堂，多種多樣的
鳥兒是公園多彩的篇章。張掖國家級
黑河濕地自然保護區位於中國第二大
內陸河黑河中游，總面積61.5萬畝，
境內資源豐富，為野生鳥類繁衍生息
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是我國候鳥
三大遷徙途徑西部路線的中段。每年
春秋兩季，黑河濕地是遷徙候鳥停歇
嬉戲的天堂。

據介紹，目前，園區內有59種國
家珍稀野生動物，一級保護動物15
種，二級保護動物44種。在這些珍稀
動物中，被稱為 「鳥類中的大熊貓」
的黑鸛經常在濕地區域雲集。濕地工

作人員介紹到，每年都會有黑鸛在此
築巢繁殖，最大數量能達到500多隻。

張掖濕地局資源科金建興表示，
為了保護野生動物，當地建立了許多
動物保護站，對於一些外來的傷殘鳥
類，會進行收留治療、人工馴養，待
其痊癒後放飛。此外，為對濕地區域
的鳥類提供更精準的保護，還設立了
二十多個鳥類透視點，全方位對鳥類
的活動、健康狀況等進行日常監測，
為鳥類建立起了一道保護屏障。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王奕丹報
道：高台是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第五
軍血戰的地方，有駱駝城古遺址等紅
色遺址。

「1937年1月，中國工農紅軍將
領、紅五軍軍長董振堂率領紅五軍進
入甘肅高台縣，並佔領了它，但卻陷
入與 『馬家軍』 的苦戰中，最終敵眾
我寡，被 『馬家軍』 包圍。經過九天
九夜的戰鬥，董振堂飲恨沙場，與三
千餘名戰士壯烈犧牲」 。在董振堂紀
念廳中，李菲菲講解員講述着這悲壯
的故事。

如今，建設於此的中國工農紅軍
西路軍紀念館是國家4A級旅遊景區、
全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紀念館通過

徵集紅西路軍文物史料、走訪紅西路
軍後代、強化課題研究等深入挖掘紅
西路軍的故事，廣泛收集、整理了反
映紅西路軍歷史的各類資料，致力於
更全面、真實、立體地展現紅西路軍
革命歷程，並將將士們英勇無畏的事
跡通過可視化的方式呈現。紀念館將
VR技術、掃碼參觀展物等技術融入，
還開設3D全景網上展廳、推出高台新
聞薈報、靈秀高台APP。

講解員石琳介紹，紀念館通過與
甘肅省博物館等合作，加強了西路軍
文化的傳播力度，先後被命名為全國
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全國青少年教育
基地、甘肅省黨員幹部黨性教育實踐
教學基地等。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鐔禕娜報
道：在河西走廊重鎮的張掖，有一個
久負盛名的佛教寺院──大佛寺。千
年來，它吸引了數以萬計的遊客，來
尋找西夏王朝的蹤跡。

西夏有一國師嵬眻，喜雲遊四
海，跋山涉水來到了河西走廊，在大
佛寺舊寺門前靜坐打禪時聽到了從地
下傳出美妙的絲竹聲，而後他發現了
地下金磚覆蓋的卧佛。嵬眻就想在甘
州城內募集資金修建卧佛寺，得來的
錢財不足以修建一座寺廟，於是他將
佛像悉數帶回了西夏皇城，以西夏皇
帝為母後祈求冥福之名，選址在河西
走廊修建了這座皇家寺院。

大佛寺宣教部主任胡海燕介紹，
自西夏建成這座國寺起，它就受到歷
代朝廷的重視，明清時期皇帝均賜名
於它。如今因其室內供奉着亞洲乃至
世界最大的一尊室內木胎泥塑卧佛，
殿大寺大佛大，便有了 「大佛寺」 這

一民間俗稱。
1996年，張掖大佛寺被國務院公

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出土多
件國家級文物。其鎮寺之寶──北藏
佛經及般若金經，被佛學界譽為 「佛
學百科全書」 。出土於大佛寺金塔殿
地宮的波斯銀幣，曾在2019年亮相國
家博物館。據介紹，張掖市正規化建
設大佛寺文化產業園，園區以張掖大
佛寺為核心，將形成佛教聖地朝拜
區、佛教文化體驗區、佛教文化展示
區和旅遊服務配套區。

提到甘肅省，可能大部分香
港人想到的會是莫高窟、黃河以
及壯麗的塞上風光。但通過這次
「范長江行動」 甘肅行雲採訪活

動，我們發現其實 「甘味」 蔬菜早就已經憑藉
其優秀的品質以及隴港共同構建的現代蔬菜產
業體系來到香港。

隨着人民生活品質的提高，對綠色蔬菜的
需求越來越大。不僅要吃得放心，也要吃得安
心、美味。在香港久聞 「甘味蔬菜」 的大名，
我們在超市、在餐館可能就和新鮮誘人的 「甘
味蔬菜」 不期而遇。甘肅省特殊的地理環境成
就了 「甘味」 蔬菜病蟲害少、品質佳的特點，
因此 「甘味蔬菜」 獲得港人的青睞。能夠在粵
港澳地區享受千里外的有品質保證的蔬菜，要
感謝菜籃子工程，感謝甘肅綠色基地源源不斷
的供港，感謝甘肅人民對香港人民的關愛與支
持。

看到鏡頭中的鮮嫩蔬菜，想到這些現在還
遠在千里之外的農產品也許在一兩天之後就會
出現在餐桌上，記者內心十分激動，自豪感油
然而生。因為在這一刻，記者深切地感受到了
自己與祖國大地的緊密聯繫。

大公報實習記者 袁逸揚、肖小娜

張掖國家濕地公園 珍稀水鳥天堂

高台紀念館 VR重溫紅軍奮戰史

張掖大佛寺 找尋西夏王朝印記特稿鮮
嫩
蔬
菜
供
港
市
民
大
飽
口
福

感受學子
郝濤濤 蘭州理工大學

參加此次活動，我受益匪淺，學習
了做一名專業記者應有獨到眼光與
見解，以及勤奮敬業的精神，這將
成為我今後繼續努力的動力和目
標。

雷晴雁 蘭州理工大學

在與同行老師的學習交流中，明白
了一名新聞工作者既需要有扎實的
專業知識，還需要有廣泛的見識以
及勤奮的精神，這也是今後我會繼
續學習、努力的方向。

霍曉英 蘭州文理學院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
行」 ，這次活動讓我體會到了合作
和探究的重要性。我想只有親歷自
然，了解自然背後隱藏的故事，才
能成為一名有溫度有情感的記者。

何雨晨 香港浸會大學

祖國正在繁榮發展，科技發展與生
態保護齊頭並進，這正是我們走進
車間最真切的感受。看到全國各地
上下一心，緊隨政策保障生態環
境，我感到由衷的高興。

劉黎明 香港中文大學

雖然不能親臨現場，但讓我對甘肅
酒泉新能源產業的發展情況有了基
本了解。希望有機會可以去酒泉實
地探訪新能源產業，做更深入的報
道。

林惠欣 香港恒生大學

雖然未能親身前往當地進行採訪，
但透過「雲採訪」的方式，讓我們跨
越時空障礙，與當地學生以及新能
源產業負責人互相交流，開拓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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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宇浩睿農
牧業奶牛養殖
場，機器自助
收集牛奶。

大公報攝

▶張掖供港蔬
菜加工基地，
工人在分揀西
蘭花。

受訪者供圖

▲技術人員在對濕地植物做檢測。

▲張掖大佛寺正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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