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9日早晨，兰州新区的气温虽低，但太阳
依然热烈，阳光洒在身上暖洋洋的，甚是舒服。

上午11时，历时一个月、跨越7000多公里，从
遥远东欧开出的首趟中欧泥炭专列缓缓停靠兰州
铁路口岸中川北站站台，专列车身上“热烈庆祝首
趟中欧泥炭专列入甘”的红色横幅格外醒目。

专列停稳后，一辆正面吊车吊起专列上的一
个集装箱缓缓落于站台，工作人员打开箱门，里面
压缩包装的泥炭虽有外包装膜隔着，但一眼就能
看出其本色——黑色。

自首列“天马号”中欧班列开行以来，甘肃省
国际货运班列相继开行，往返中欧不停奔袭的“钢
铁驼队”，打开了供需互促、优势互补的共赢大门。

一列列奔驰不息的中欧班列，“运出去”的产品
越来越受到欧洲人的青睐，“拉进来”的商品也屡屡
出现在兰州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这趟中欧专列，整列装的都是泥炭，50个标准
集装箱，1200吨。

泥炭为何物？
“泥炭是煤炭的前身，是沼泽中死亡植物残体

积累转化形成的有机矿产资源。泥炭的有机质、腐
植酸含量高，纤维含量丰富，疏松多孔，通气透水性
好，比表面积大，吸附螯合能力强，有较强的离子交
换能力和盐分平衡控制能力，是良好的作物栽培基
质，是我国十一大非金属战略资源之一。”推动我国
泥炭产业形成和发展的推动者之一、长期从事泥炭
资源勘查评价和泥炭开发利用研究的东北师范大
学泥炭研究所教授孟宪民说。

泥炭无病菌、虫卵、草籽、激素、抗生素，没有
任何环境负累，是保障农业发展和耕地质量提升
的重要战略资源，是打造绿色农业、再造健康土壤
的高级绿色投入品！

在谈到我国泥炭市场需求量时，孟宪民教授
说：“我国泥炭总需求最大可达3亿立方米/年，泥
炭加工销售可创产值5000亿元，因泥炭产品推广
应用可带动工厂化农业、生态环境修复等相关产
业新增产值 25 万亿元，有效推动国内经济内循
环，形成全新经济增长点。”

泥炭是我国储量稀少但国外蕴藏丰富的天然
有机矿产资源，是保障我省工厂化农业发展和耕
地质量提升的战略资源。

作为专业从事泥炭跨境供应链引进、推广、引
用及泥炭资源综合研发与产品生产、市场营销的
企业，天赈裕民（兰州）生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赈裕民公司）从东欧地区向甘肃引进泥
炭，对带动我省工厂化农业发展、耕地质量提升、
矿山生态修复、乡村环境建设等领域技术进步，改
变农业增长方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农业
发展、农民增收、农村增绿具有重要作用。

“入甘的泥炭不是直接用于土地，而是经过加
工后使用，我们将整合全省300-500家农业合作
社，打造企业集群，激活全省各地现有的有机肥生
产元素，最终在田间地头服务于农户。”天赈裕民
公司董事长赵斌说。

一心想着“当好种地人的帮手，做好庄稼人的
伙伴”的天赈裕民公司在兰州投资建设“兰州泥炭
产业园”，将形成年产30万吨泥炭腐植酸水溶有
机肥生产线、年产5万吨泥炭基质生产线、年产1
万吨泥炭吸附剂生产线……

2000多年前，驼铃商队穿越茫茫大漠，走出了
一条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经过多年的发展，中
欧班列已成为中国一张靓丽的名片，也是大写的
中国担当！

“首列中欧泥炭专列入甘，只是一个开端！公
司力争10年内达到年引进推广泥炭150万立方米
能力，年创行业产值4亿元，带动工厂化农业和耕
地质量行业提升新增产值7亿元，为我省现代农
业发展和耕地质量提升提供绿色投入品和配套技
术。”天赈裕民公司董事长赵斌说。

相信，泥炭专列的引擎，在以后的日子里会动
力十足！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武永明

推介会上，天赈裕民公司董事长赵斌介绍了
首趟1200吨中欧泥炭班列进甘肃的项目背景以
及未来规划。他表示，中欧泥炭班列首次开进甘
肃，将全方位服务于我省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
村增绿，推动我省泥炭引进、加工、应用、推广实
体经济等领域协同发展，打造我省泥炭产品加工
和推广应用产业集群，推动我省设施农业和都市
农业以及土壤改良和耕地质量提升快速发展。

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泥炭工业分会、国际
泥炭学会中国分会秘书长、东北师范大学泥炭
研究所教授孟宪民在推介会上通过现场连线，
就泥炭产业市场的发展前景、国际国内泥炭应
用领域、泥炭对农业土地改良的价值等问题，与
媒体记者进行了交流。

近年来，天赈裕民公司与东北师范大学泥
炭研究所签订了《产学研全面合作框架协议》、
与甘肃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签订了《校企
创新合作协议》；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投资有限
公司新疆分公司签订了《新能源项目开发合作
框架协议》；在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成立了“中
国—白俄罗斯土壤改良国际合作科技中心”，同
时在中—白工业园申报成立“中国—白俄罗斯
泥炭工程技术合作中心”，并在中国腐植酸工业
协会泥炭工业分会领导下，牵头联合国内从事
泥炭领域研究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生产企
业近百家单位组建的“国家泥炭产业联盟”，已
完成相关申报工作。在中国腐植酸工业协会泥
炭工业分会、国际泥炭学会中国国家委员会执

行会长孟宪民教授主持下，申报工信部《泥炭基
质》产品标准的技术指标和检测方法评审与验
收工作，并在国家泥炭产业联盟内整合国内外
一流专家在耕地质量提升和废弃荒地修复、泥
炭系列产品的科技与研发领域的顶尖技术和经
验赋予甘肃农业土壤改良、农田污染治理、泥炭
生物有机肥的推广应用提供强大的科技力量支
持。在此基础上“天赈裕民（兰州）生态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在兰州投资建设“兰州泥炭产业
园”，形成年产30万吨泥炭腐植酸水溶有机肥
生产线、年产5万吨泥炭基质生产线、年产1万
吨泥炭吸附剂生产线、兰州泥炭科技馆，并在县
域整合与激活大量的有机肥生产型资源构建以
5G、物联网和区块链技术为支撑的泥炭沃土中
小企业集群与泥炭数智农业生态示范园建设。

对于未来的趋势与发展，赵斌表示，泥炭是
最好的土壤改良剂，有不可替代性，目前迫切需
要建立横跨境内外的泥炭供应链，加快泥炭技术
在甘肃的推广应用。接下来，公司还将致力利用
泥炭绿色健康优势，借助数字技术和工业装备赋
能，将果菜茶药种植土壤诊断、作物需求大数据
通过人工并行算法和机器学习手段，生成满足土
壤和作物需求的智慧沃土配方，再通过定制生产
和精准施用，实现作物增产、增收、提质、沃土多
目标协同，构建完整的泥炭数字沃土产业体系，
保障农业发展、农村增绿和农民增收。

推介会后，参会新闻媒体记者前往永登泥
炭试验田进行了参观考察。

首趟1200吨
中欧泥炭班列入甘

科技创新赋能甘肃绿色农业提质增效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武永明）为全面落实“一带一路”发展倡议，通过引进东欧优质泥
炭资源，创建甘肃泥炭基质生产、泥炭腐植酸水溶肥、泥炭生物有机肥县域经济企业集群等，推动我省
现代农业跃上转型升级的新起点，作为专业从事泥炭跨境供应链引进、推广及泥炭资源综合研发与产
品生产、市场营销的企业，天赈裕民（兰州）生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经过历时一年多的各方运筹，拿到
了从东欧地区向甘肃引进十万吨优质泥炭资源的重大国际合作项目订单。

10月9日，首趟1200吨中欧泥炭班列顺利抵达兰州新区中川北站，来自中央及省内20余家主流
新闻媒体的记者共同见证了首趟班列入甘接车和入园仪式，并参加了由甘肃新媒体集团指导，天赈裕
民（兰州）生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赈裕民公司）主办，兰州晨报策划的“首趟中欧泥炭班列
入甘”全媒体项目推介会。这也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在努力加快媒体融合进程中，充分发挥奔流新
闻·兰州晨报“融媒会客厅”的聚合功能，广泛调动中央和省上两级主流媒体资源，首次深入社会、走向
基层，以全媒体宣传形态，更好地服务于各行各业的一次全新探索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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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永登县都市有机农业示范基地兰州市永登县都市有机农业示范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