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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bstract: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Chinese resident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green, health

and safe consumption concep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s a main food industry, the potato industry in Gansu Province is

changing from increasing yield to improving quality.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otato industr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ccelerating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and realiz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total potato planting

area in Gansu Province decreased slightly, but the total output increased slightly, and the unit yield increased rapidly.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potato industry in Gansu Province is faced with new challenges such as poor reus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insufficient stability of potato supply, and price fluctuation, which affect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On the other hand, the potato industry in Gansu Province enjoys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such as concentrated

policy dividend, diversified market dem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potato industry in Gansu Province should be promoted from the aspects of standardized production,

refined and deepened processing, scientific creation, brand marketing and green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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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居民对农产品消费更加注重绿色、健康、安全的消费理念。作为主粮化产业，甘肃

省马铃薯产业正由增产向提质方向转变，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对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

意义。甘肃省马铃薯种植总面积略有下降，总产量小幅提高，单产快速增加。甘肃省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着农业资源

再利用差、马铃薯供给稳定性不足、价格波动大影响农户增收的新挑战，同时甘肃省马铃薯产业享有政策红利集中、市场需

求多元化、科技创新引领、城镇化水平带动的发展机遇。应从标准化生产、精深化加工、科学化打造、品牌化营销、绿色化

生产等方面推动甘肃省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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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40年以来，由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镇

化的不断提速，农产品消费结构不断向高质高效、

绿色安全为特征的高质量需求转变。2015年国家

将马铃薯列入主粮化战略，成为第四大主粮[1]，规

范化、专业化、高端化、主食化已经成为甘肃省马

铃薯产业的主要发展趋势。马铃薯产业成为甘肃省

重点发展和培育的六大农业产业之一，已形成品种

选良、栽培繁殖、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化的生产

模式，同时，播种面积持续扩大，产量、经济效益

不断提高，从而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提高了市

场竞争力，推动了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2]。据统

计，甘肃省粮食产量从 2015年的 1 171.1万 t增长

到 2021年的 1 231.5万 t，年均增长率达到 0.8%，

其中，马铃薯产量从 2015年的 188.85万 t增长到

2021年的历史最新记录 224.6万 t，年均增长率达

到 2.9%。在甘肃省马铃薯产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的同时，也面临着增产向提质方向转变的一系列挑

战。乡村振兴首要方针是产业兴旺，传统农产品向

高质量绿色农产品升级转型，因此就必须改变农业

供给侧结构、培育新型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走绿

色安全高质量农业之路[3]。本文在深度梳理甘肃省

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优势和机遇基础上，

根据实际现状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提出针对性

的对策，为甘肃省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产业兴

旺提供现实意义的理论参考。

1 甘肃省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优势

马铃薯是一种高产量的农产品，以粮、菜、饲

兼用，1990年之前，对于农民的温饱问题发挥重

要作用。近几年马铃薯作为甘肃省脱贫致富、强县

富民的主要农作物之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品种

选育得到重视，同时，产业的开发水平被提高，市

场需求不断扩增。通过企业拓展，政府支持，以市

场为导向、依托于基地、加工品的多样化，成为产

业发展的主要形式，产前、产中、产后的生产规模

和服务形式也同步提高，初步形成一体化产业链，

其中包含种植面积和产量的增加、品种的引进和繁

育、种薯的生产方式、马铃薯加工产品的创新和市

场销售等环节的产业开发[4]。马铃薯产业得到稳步

发展，变成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全省经济发展的重

要农作物。

1.1 马铃薯种植面积大、单产不断提高

马铃薯作为甘肃省脱贫致富的重点特色产业之

一，总产量位居全国第二，整体生产规模呈上升趋

势。根据国家数据统计，2020年甘肃省全省粮食播

种面积263.8万hm2，其中马铃薯播种面积占全省粮

食播种面积的21.8%，同2011年相比，降低了1.5%。

从2011~2020年甘肃省马铃薯生产情况看（图1），播

种面积从613.98 × 103 hm2下降到574.65 × 103 hm2，总

产量从207.53万 t上升到222.82万 t，2011~2016年

播种面积、总产量略呈下降趋势。从 2017年开始

持续上升，并至2020年年均总产量增长5%，单位

面积产量直线增长14.5%。总体而言，甘肃省马铃

薯产业种植总面积略有下降，总产量小幅提高，单

产快速增加。

1.2 马铃薯产业生产技术提升

马铃薯生产方式农机化比重提高是推动马铃薯

产业向高质量、高安全、高绿色发展的关键。首

先，自2015年马铃薯被中国确定为第四大主粮作物

之后，马铃薯耕种收机械化问题被再次重视，2020
年全国马铃薯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48.07%，机

耕率、机播率、机收率分别达到77.32%、28.59%、

28.54%，甘肃省马铃薯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5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6.93个百分点，马铃薯

整体机械化水平位居较高水平（数据来源：国家数

据网）。其次，技术方面改进农业种植方式，重点推

广黑、白膜全覆盖技术、推广有机肥的有效使用和

病虫防治技术，将马铃薯育种优势与新品种、新技

术加以结合提高品质，因地制宜地推广农机社会化经

营作用，以“订单服务型 + 规模经营型 + 托管服务

型”链条服务模式，打造甘肃省丘壑地区马铃薯产业

由“二牛抬杠”基础型生产向规模化、机械化、绿色

化高质量生产体系转变的良好局面，加快了良种繁

育体系建设，不断提升甘肃省马铃薯产品品质[5]。

1.3 马铃薯品种多、品质佳

甘肃省在品种选育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品种繁

多。马铃薯育种成就卓越，至 2021年全省共培育

25 个马铃薯新品种，生产 13 亿粒以上的“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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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占全国马铃薯供给量的 60%，原种、一级种

高产量发展提升了马铃薯品质需求（数据来源：农

业农村厅官网）。甘肃省农业科学院自主培育的加

工淀粉专用新品种‘陇薯 3号’，其淀粉含量高达

20%~25%，淀粉含量排名全国最高[6]。全省共有庄

薯、陇薯、武薯、临薯、天薯、甘农薯六大马铃

薯系列被用于生产实践中，因地理环境适宜、土

质净洁的优势，更易生产绿色安全、品质佳、口

感上乘的马铃薯，富含淀粉、蛋白质、维生素C、
B族等高营养成分。马铃薯品种多、品质佳成为了

甘肃省马铃薯产业“高产量”向“高质量”持续健康

发展的基础。

图1 2011~2020年甘肃省马铃薯生产情况

Figure 1 Potato production in Gansu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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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马铃薯产业空间布局优

甘肃省独特的地理区位、气候、土质为马铃薯

高质量生产提供区域优势条件。全省 13个市（州）

60个县种植马铃薯，8个市（州）种植面积高达3万hm2

以上。马铃薯贮藏环境有特殊的要求，2~5℃是马

铃薯贮藏的最佳温度，80%~90%是最佳湿度，全

省年均温度在 4~10℃，年降雨量在 240~680 mm，

降雨量主要集中在7~9月，正好适宜马铃薯生产周

期。甘肃省定西市马铃薯作为粮食、经济作物被农业

部认定为全国第一批最大脱毒种薯繁育基地，是培

育新品、有机薯、价格形成核心产区。甘肃省马铃薯

生产带有特色区域优势，陇南区域早熟菜用型马铃

薯、河西地区的全粉及薯条加工型、中部地区的高

淀粉及菜用型马铃薯带动区域性经济发展[5]。全省

马铃薯种植面积主要分布在安定区、会宁县、临洮

县，作为贫困区种植马铃薯成为当地重要的支柱型产

业经济来源，为甘肃省实现脱贫致富做出重大贡献。

1.5 马铃薯产业经济效益相对较高

竞争优势决定市场地位。马铃薯、小麦和玉米

作为甘肃省主要粮食作物，相比较马铃薯效益优势

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强化马铃薯市场竞争优势地

位，成为甘肃省农户增收致富的重要农产品之一。

2019 年，马铃薯 667 m2 成本利润率比小麦高出

39.23个百分点，比玉米高出24.07个百分点，粮食

作物小麦、玉米667 m2成本利润率、667 m2净利润

和每 50 kg主产品净利润均低于马铃薯，马铃薯经

济效益优势明显大于小麦和玉米（数据来源：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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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马铃薯品牌体系初步建立

品牌建设是产业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认可资

源。定西马铃薯在 2014年取得“中国驰名商标”后

品牌效应的天花板不断触顶，站在新的起点上为马

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开拓新路径。品牌建设进入新

历史时期，在 2020年获得“甘味”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随后 2021年入选全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十大典型”案例，马铃薯产业从数量向质量转变的

趋势发展。甘肃省马铃薯在定西市安定区“中国马

铃薯之乡”的品牌基础上，根据产业发展新理念新

模式持续坚持品牌建设，进行健康有机食品推广，

并支持鼓励经营主体对马铃薯的质量认证，取得阶

段性产业发展成效。

2 甘肃省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现状

2.1 农业综合资源再利用差

马铃薯剩余资源如果不恰当处理会造成环境、

土壤、大气、农田水利污染严重。甘肃省种植地膜

马铃薯产量一般在 1 000~2 500 kg/667m2，马铃薯

秸秆产量在 1 000~1 500 kg/667m2，0.1 mm农膜用

量为 5~15 kg/667m2，1 t马铃薯约产 140 kg薯渣，

大部分农户对秸秆、薯渣、农用地膜进行简单粗暴

的焚烧乱扔，尤其是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不科学处理

剩余资源尤为突出，造成资源浪费及生态环境污染

严重，阻碍全省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前景。

2.2 马铃薯供给稳定性不足

当前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不仅表现于对供

给结构方式的转变，更向往绿色安全高品质供给服

务型需求 [7]。马铃薯产业季节性较强，7~9月为产

量供大于求的季节，对于贮藏设施、资金需求等要

求较高，单个农户无法实现生产体系标准化，长期

不合理贮藏会影响马铃薯品质。因此，影响马铃薯

绿色优质供给不仅体现在缺乏标准化的生产体系，

而且体现在马铃薯供给稳定性不足，要满足消费者

对农产品质量的安全需求，应从根源上保障马铃薯

高品质供应，这是加快马铃薯产业全面高质量升级

转型的必行之路。

2.3 马铃薯价格波动大，影响农户增收

马铃薯收获季节产量激增、贮藏能力不足，马

铃薯进入市场导致供大于求阶段，使得市场价格极

度压低并降低农户经济收入。然而，近些年甘肃省

马铃薯生产追求高质量、高品质引发生产成本持续

上升，但市场销售价格并未随成本上升而提高，农

产品市场价格不能合理补偿成本，难以获取较高收

入。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的甘肃省而言，产业

经济效益发展受产业结构影响，规划调整产业结构

体系是全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点。

3 甘肃省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机遇

3.1 马铃薯被确立为中国四大主粮产业之一

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农业问题的高度重视，构

建新型高质量农产品供给体系助力综合农业转向

优质、安全、绿色发展新征程。2015年马铃薯被

确立为中国第四大主粮产业后，新政策的不断推出

为马铃薯扩大主食化加工市场空间、企业深加工做

大做强提供了新良机[8]；马铃薯主粮化战略将提升

消费端改变产业发展模式，并转变消费群体与企业

的消费观，为推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巨大

作用。

3.2 有利于马铃薯产业发展的政策不断推出

1985年中国成立国际马铃薯中心（International
Potato Center，CIP）北京联络处，引进优良种质、

培训马铃薯科研人员，随后马铃薯被确立为中国的

粮食作物后，提出加快现代种植业建设步伐；2016
年农业部出台《关于推进马铃薯产业开发的指导意

见》；2018年结合甘肃省实际情况省委省政府确定

了六大特色扶贫产业“牛羊菜果薯药”；2021年国

家根据马铃薯生产成本的增加，不同地区进行马铃

薯生产者差异补贴新政策；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合理保障农民种粮收益、健全农民种粮收益

保障机制、全面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阶段性任务”，

政策加快推进全国农业农村现代化；《2022年地膜

科学使用回收试点技术指导意见》提出推广马铃

薯、玉米等粮食作物科学使用高强度、全生物降解

地膜技术，增强生产者绿色生产意识，从源头系统

地解决传统地膜管理回收及替代成本高问题（来

源：农业农村部）。这些优厚的政策为实现马铃薯

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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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市场消费需求多元化带动了马铃薯需求

市场需求决定供给有效性和持续性，多元化

的市场消费需求对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

新挑战，健康绿色高质高效的马铃薯产品及生态

农业服务供给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2021年甘肃

省居民人居可支配收入2.2万元，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1.8万元，比2020年增长7.9%，其中城镇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2.6万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万
元（数据来源：《2021年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经济收入及消费支出渠道的不断

增加，市场对优质农产品有效需求量不断扩增，

不但加速经济发展而且扩大市场多样化需求，并

带动高品质马铃薯产业供需的有效性和持续性。

在产业社会化服务型发展的趋势下，供需结构的

变革也为全省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拓展了市场。

3.4 马铃薯产业技术创新涌现

科技创新有利于马铃薯产业新品种选育、脱

毒薯种植、耕作栽培、病虫害防治、贮藏、精深

加工等的创新推广和运用，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短板和瓶颈提供了有力支撑，是实现马铃薯产业

提质增效的有效动力[1]。甘肃省马铃薯产业近年来

不断优化马铃薯基础苗到原种种植的生产体系，

不断创新研发“马铃薯米”、多类型马铃薯淀粉等

特色产品，通过种子工程、节水灌溉沟播技术、

精深加工技术等领域不断推出的新技术，推动马

铃薯产业向高质量发展。

3.5 城镇化水平推动土地规模化

城镇化水平提高是土地规模化的决定性因素

之一，并且在现代化发展中对经济结构优化起到

重要作用。甘肃省2011~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

增率达到7.4%，城镇化水平由2011年的37.15%增

加到 2021年的 53.33%，城镇化率年均增长 1.6%
（图2）。全省城镇化发展加速土地流转态势，2014
年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推行，土地流转面积从

2014年 57.86万 hm2增加到 2021年的 94.60万 hm2，

流转率达 21.8%（数据来源：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甘肃省“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

通知），土地规模化明显。另外，从2021年甘肃省

不同地域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城镇化水平增长情况

看，酒泉市、白银市、定西市GDP增速最快，分

别达 8.9%、8.4%、8.3%，同时相应区域城镇化速

率同步增长（数据来源：甘肃省统计局）。可以看

出，区域城镇化可以推动土地规模化并带动产业

规模化发展。

注：数据来源于《2011—2021年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Note: Data are from the Statistical Bulletin of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Gansu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21.

图2 2011~2021年甘肃省GDP、城镇化发展情况

Figure 2 GDP and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of Gansu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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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甘肃省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问题分析

随着国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甘肃省马铃薯

在产量和品质方面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但马铃薯

产业向高质量发展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4.1 规模化与零散化并存

甘肃省农田平整土地已基本实现规模化，但

山地、沟壑区域仍然较多。首先，土地零散化只

能采用民间传统的牲畜耕种、人工收获的方式，

机械化生产普及困难，进而导致规模化生产难度

大，不仅影响效益，而且局部种植降低病虫防御

意识。其次，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常年干旱少雨，

农民没有足够的条件建设灌溉设施，大约60%以上

的农户都依靠自然降水进行灌溉，资源短缺的原

因生产很难达到标准化要求。

4.2 马铃薯深加工比重较低

马铃薯用途广泛，加工可从粗淀粉、粉丝、

粉皮的生产向变性淀粉、全粉、薯条、膨化食

品、主粮化产品发展 [9]。但从全省整体水平来看，

马铃薯生产成本高收益低，农户自种薯大部分表

皮粗糙、形状不规则、淀粉含量低，加工原料利

用率和产品出售价格均低，降低了企业加工意

愿。其次，马铃薯在医药、建筑材料、造纸、纺

织品方面也有广泛的作用和用途，但甘肃省对马

铃薯加工葡萄糖、酒精、纺织、涂料、浆料、有

机酸等多种变性淀粉的工业较少，在 2015年甘肃

省农产品加工企业达2 500家，建成规模的马铃薯

加工企业仅有 60户，缺少提高马铃薯附加值的深

加工企业[10]。

4.3 马铃薯贮藏保鲜能力有限

随着全省马铃薯产量逐年增长，马铃薯贮藏

量也随之增加，但90%以上农户选择原始土窖作为

贮藏库，农民以自己多年传统贮藏经验以不被‘冻’

为主进行存放，温度控制通过窖口大小和马铃薯

覆盖物体来决定。表1调查数据显示，马铃薯窖难

以保证在最适贮藏温度 2~5℃。贮藏季节为 9月到

次年4月，贮藏时间一般为6个月左右，贮藏保鲜

能力不达标以及搬运收获过程中造成的损伤，导致

在次年出窖时大约 1/10到 4/10的马铃薯腐烂，剩

余马铃薯受到腐烂病菌感染品质下降，对农户造

成较大的损失，影响了农户种植马铃薯的积极性。

新建马铃薯贮藏库的保鲜能力有限。近几年

对马铃薯贮藏方式进行了改良，但与每年产量相

比，仍然有较大的缺口。马铃薯在收获季节，由

于新增贮藏保鲜能力不足，马铃薯集中大量进入

市场导致供大于求，缺乏讨价还价能力，市场价

格被极度压低，降低农户经济收入，从而影响马

铃薯产业发展[11]。

4.4 高质量种薯成本高，农户接受度低

马铃薯种薯脱毒不彻底会造成产量下降、品

质差。甘肃省马铃薯种植的实践情况表明，脱毒

种薯比普通薯种更有利于马铃薯产业发展，也利

于提高市场经济效益。全省使用脱毒马铃薯仅占

20%左右，相比发达国家90%的比例相差甚远。同

时在价格方面，脱毒种薯的价格是普通薯的两三

倍，由于投入成本过高，农户更愿意接受价格低的

种薯。其次，在生产方面，甘肃省马铃薯种植主要

是以农民自产自销为主，马铃薯新品种和脱毒薯

的繁育技术都不足，种植生产难以规模化、专业

化。因此，马铃薯品种参差不齐，难以保障优良

品种的质量管理，使得高质量种薯成本高、农户

经济收入下降，发挥不出马铃薯增质增效的潜力。

窖深度（m）
Cellar depth

1.6
3.2

温度（℃）Temperature
9月
September
17.0
13.3

10月
October
14.4
13.2

11月
November
10.9
12.4

12月
December
7.1

11.1

1月
January
4.5
9.6

2月
February
3.2
8.4

3月
March
3.5
7.6

4月
April
7.7
7.7

5月
May
11.2
8.8

注：数据来源于调查整理。

Note: Data are from a survey.

表1 甘肃省马铃薯窖内温度

Table 1 Temperature of the potato cellar in Gan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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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马铃薯产业品牌影响力弱

甘肃省定西市马铃薯虽已初步取得品牌建设

体系，但市场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仍很低，主要

因甘肃省马铃薯品牌特征未做有效区分，市场品

牌集中度不高，主力产品缺少导致消费者产生认

知障碍，盲目选择种薯降低了地方消费者对种薯

忠诚度，连带市场品牌化效应的影响力降低。同

时品牌化运作模式不规范，缺少单一的种薯品牌

语言，市场宣传推介品牌产品的行为、渠道不规

范，马铃薯产业品牌影响力达不到上至国家下至

县域的整合力。

5 加快甘肃省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通过分析甘肃省马铃薯产业发展，得出以下

几点对策与建议。

5.1 改进生产技术，标准化生产

甘肃省马铃薯产业发展应根据国家政策，提

高对马铃薯品种品质攻关的积极性，马铃薯品种

的选良、农业科学技术的提升可在产业机械化、

专业化改进的基础上以扩建优质种薯繁育基地并

运用农用智能自动化技术设备，实现马铃薯高质

高效高产并改进标准化种植方式。首先，注重对

新品种的选育、新技术水平的引进、新设备的投

入，改善马铃薯的生产方式。其次，对农田病虫

害要关注，合理安排田间管理，对病虫害进行及

早防御[12]。通过改良马铃薯品种和应用现代化农业

科学技术，刺激马铃薯种植规模及应对市场对农

产品高质量的需求。

5.2 优化产品结构，精深加工能力

甘肃省应对马铃薯的生产方式进行智能化、

机械化、绿色化调整，品种进行选优脱毒以此提

高马铃薯繁育能力达到单产增长。根据全省的气

候、温度、降水量、土壤的差异性，对不同区域

的品种进行调整，做好顶层设计，优化马铃薯生

产结构，推进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13]。建立马铃

薯二、三产业加工组织，根据马铃薯淀粉生产加

工的稳定性优化马铃薯特色主食的加工生产，推

广工业类生产加工的整体思路，大量引进马铃薯

主食化生产技术，深化加工精淀粉企业的环境清

洁能力，开发马铃薯生产新设备新技术，加大变

性淀粉生产技术，提高马铃薯深加工能力，为主食

化、加工业、医疗及建筑业做贡献，完成马铃薯

相关产业开发的整体发展，建立马铃薯生产加工

组织机构，大力发展马铃薯生产的二、三领域[14]。

5.3 增加政策支持，创新发展模式

甘肃省马铃薯产业发展核心区一般是传统的

旱作农业，大部分农户本身经济能力有限，更不

能提供大笔资金用于马铃薯产业发展。需要给予

政策优惠支持，增加对甘肃省偏远地区马铃薯种

植补贴，并执行一些政策确保偏远地区马铃薯工

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对农户和相关企业给予保

险、信贷支持，从多方面引导社会资本投资经营

主体，鼓励个人经营和企业自营相结合，全方

位、多元化的高质量发展马铃薯产业。马铃薯产

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创新集约化种植模式，建设“龙

头企业 + 生产基地 + 合作社 + 家庭农场 + 农户”的

经营模式，大力支持鼓励农户、村干部、村委会

等对资金、土地、技术、信息和市场资源的投

资，共同建立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打通马铃薯

市场销售、贮藏运输、栽培技术新路径才能有效

的促进马铃薯市场消费竞争力[15]。

5.4 新媒介推广、品牌化营销

推动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打造新型

品牌建设，依靠品牌效应实现马铃薯产业持续向

现代化、多元化方向发展 [16]。在当前的新媒体时

代，通过运用短信、官网、抖音、快手、微信等

网络平台，把马铃薯相关信息传递给大众，让更

多的人知道了解生产信息，如施肥的方式方法、

耕作机械化、脱毒薯的种植与应用、黑色地膜的

种薯效果、病虫防御的功能、产品的营养价值及

吃法。通过“互联网+”模式或“文化节”，应组织大

型促销活动，进行线上线下营销，对优质马铃薯

进行品牌化展销，对各个乡镇市的品牌薯进行投

票比赛，利用网络直播带货的互动环节，吸引社

会群体积极参与活动，让参与者对马铃薯有更深

的了解，有利于改变人们对马铃薯的传统观点，

让马铃薯品牌存在价值得到认可的同时可以解决

马铃薯滞销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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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扩建贮藏设施，提升资源节约

适度完善贮藏设施、扩大贮藏容量提高马铃

薯保鲜能力是甘肃省马铃薯产业高质发展的关

键。运用新设备、新技术控制贮藏空间的温度、

湿度，并进行有效通风，能有效控制马铃薯入库

前后在冷藏库的数据指标，不但可提高马铃薯主

食化产品的质量，也可以激励、支持龙头企业、

农户和专业合作社集约化贮藏的动力。甘肃省马

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应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

境，实现农业循环再生利用，增强持续发展能

力[17]。首先，解决马铃薯生产剩余资源，在不破坏

环境的基础上将剩余废物再循环利用，秸秆、薯

渣作饲料，农用地膜二次使用后可回收利用，加

强资源再生管理思维，制定农业剩余废物的回收

处理制度。其次，攻破马铃薯生产环节污染问

题，最为典型的是农药投入和马铃薯加工产生的

废水处理，用粪便、秸秆再生资源替代农药投入

量，废水进行多次净化用于农田灌溉，健全资源

节约以提升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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