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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沙湾县积极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休闲之都，以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为引领，积极探索创新加-陕农业转型升

级。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新路子，已创建成为全国生态农业建设

先进县、国家首批农业综合开发县和主要农产品基地县、国家级

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县、全国设施农业示范产区，连续三年荣获

自治区农业产业化先进县和农产品品牌建设先进县称号。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姹紫嫣红。积极争创国家农业高新

科技示范区、国家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农业园区试点项目(2014—

2016年)、自治区深化农村改革的试验区。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业，

壮大辣椒、番茄、蔬菜、设施农业等特色产业。全县培育建成160万

亩高产棉花、100万头(只)畜牧养殖、10万亩辣椒番茄、15万亩蔬

菜林果、40万亩优质粮油、1．58万亩设施农业六大特色产业基地。

“一园、一节、—基地”成为示范区建设新亮点。“一园”鼬沙湾县

大泉马兰鑫科农业产业化高新科技示范园；“一节”即新疆沙湾县安

集海镇辣椒节：“一基地”即国家农业部农村实用人才培训沙湾县大

泉乡三道沟基地。五年来共举办全疆农村实用人才培训班26期，培

训学员2735人。依托各种农业示范园，建立现代农业产业基地，积

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规模经营，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达710

家，带动和服务农户3．3万多户，服务面积50万亩，订单农业覆盖

率达95％。全县引进推广农机GPS卫星导航自动驾驶播种新技术，

农业综合机械化率达92％以上，是自治区农机先进县。

农业科技转化硕果累累。培育推广一批高产、优质、抗逆、适

应全程机械化生产的棉花、小麦、玉米新品种，集成推广棉花机采模

式种植、辣椒、番茄等作物育苗移栽、双色地膜、土地互换整合模式

以及高新节水等先进农业生产新技。完成棉花机采模式种植120万

亩，高新节躺商灌133．94万亩，完E-t地互换整合125万亩。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异军突起。进一步加强对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扶持力度，全县重点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67家，其中

自治区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1家，地区级12家，农产品加工转

化率99．5％。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全县农产品注册商标28

个，其中“福临门”、“天宝”菜籽油、“红良园”枸杞、“天鹰”花生油

等11个农产品等获得绿色食品认证；“沁康”面粉、“老岳母”鲜辣

酱、“盖瑞”系列乳品等11个农产品获得“新疆农业名牌”，成为沙

湾县现代农业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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