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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bstract:bstract: Potato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rops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cold and drought agriculture. Anding

District is a typical cold and drought agricultural area, known as the "Hometown of potatoes". The local natural climate,

such as temperature, rainfall and accumulated temperature, and the deep loess parent soil are particularly consistent

with the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potatoes, providing a good suitable growth environments for potatoes. The annual

potato planting area is nearly 66 700 ha.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measures, and assembly

technology of the potato industry in Anding District and summarizes the main practic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ies to cope with cold and drought.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potato industry, how to further

improve the local potato industry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and combining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Anding

District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old and drought agriculture,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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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铃薯是支撑寒旱农业发展的重要优势农作物之一。安定区是典型的寒旱农业区，素有“马铃薯之乡”的称

誉。当地温度、降雨、积温等自然气候与深厚的黄土母质土壤，与马铃薯生育特点特别吻合，为马铃薯提供了良好的适宜生

长环境，常年马铃薯播种面积近6.67万hm2。文章介绍了安定区马铃薯产业发展过程、措施及组装技术，总结了主要做法和

配套寒旱技术应用，针对当前马铃薯产业存在的问题，如何在新的发展阶段进一步做好当地马铃薯产业，并结合安定区实际

与现代寒旱农业发展的要求，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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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区地处祁连山加里东褶皱带东部，是甘肃

省中部“陇西盆地”的一部分，属于典型的寒旱农业

区，主要表现为冬、春季多风干燥和少雨，秋季雨

水较多且集中，主要自然灾害是低温、霜冻、干旱

和冰雹。全年2 500 h以上的总日照时数，30 000℃
以上的活动积温，244 d以上大于 0℃的日照天数，

6.3℃的年平均气温，常年只有 350~500 mm的平均

降水量、多集中在7~9月，最热的7月平均气温为

16.1~19.8℃，无霜期 109~162 d，这些仅可达到小

麦、豌豆、胡麻等夏粮作物对日照、降水、温度的

下限要求，但特别有利于马铃薯的生长。因为区域

降水特点与马铃薯块茎膨大期高度吻合，较大的昼

夜温差，不仅利于积累马铃薯干物质，而且对马铃

薯病害的产生、蔓延和重发能起到很好的抑制作

用。40多年来，经过农业农技部门的技术组装配

套，大力推广寒旱农业技术，压夏扩秋调结构，因

地制宜走特色农业路子，通过推广、应用、集成和

示范绿色标准化种植、一体化水肥应用、绿色防控

病虫害、机械化全程作业等技术配套综合，加之经

过长期生态适应性选择和种植品种的迭代更新，马

铃薯不仅已经成为当地抵御旱灾、冰雹、霜冻等自

然灾害的主要农作物之一，而且成为当地第一大主

导产业，增加了农民收入，实现了农业增效，壮大

了区域经济总量[1,2]。

1 主要发展历程

安定区马铃薯产业的发展，经历了农民自发种

植、政府推动、明确主导产业、打造品牌、全产业

链发展等过程，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阶段。

1.1 农民零散种植，填补口粮阶段（1995年以前）

在 1995年以前，马铃薯在当地被称为洋芋，

面积虽然不大，但农民家家有种植，这时候的马

铃薯主要用作补充口粮。当时就定西全市来说，

常年大概有6.67万hm2的种植面积，仅占粮食播种

面积的 10%左右，大多以农民自己食用为主，仅

剩余一小部分作为鸡、猪等饲料。其中，安定区

马铃薯种植面积仅 1万~1.33万 hm2，占粮食作物

的 12%左右，产量不足 1 t/667m2，总产量 13万 t
左右。

1.2 起动“洋芋工程”，初始产业阶段（1996~2002年）
1996年起，结合扶贫攻坚，安定区提出大力

实施“洋芋工程”，提出人均种植 0.07 hm2（即人均

667 m2）洋芋的目标，年底马铃薯种植突破2万hm2。

经过2年的发展到了1998年，县委和县政府审时度

势，不失时机在全区提出了“顺应天时，遵循自然

规律；顺应市场，遵循经济规律；顺应时代，遵循

科学规律”的“3 个顺应 3 个遵循”的农业生产思

路[3]，在认真分析区域自然特点和种植结构的基础

上，开始压夏扩秋、调整种植结构，继续实施“洋

芋工程”，规模、产量稳步扩大。2001年，安定区

马铃薯种植面积 4.2万 hm2，总产量 94.5万 t，已经

具备5 000万粒脱毒原原种繁育能力，建成20多家

马铃薯加工企业和一批专业批发市场，年吞吐量

20万 t。农民人均从“洋芋工程”中获得的纯收入达

到 326元，而 1996年刚开始的时候为 85元，增长

了2.8倍。

1.3 明确主导产业，打造品牌阶段（2003~2012年）
2003年开始，安定区把马铃薯作为主导产业

来抓，提出了“深挖窖、广积薯、均上市、稳价格”

的产业发展号召，并开始重视品牌，着手增强品牌

观念，积极打造品牌营销战略， 结合全市《马铃

薯特色优势产业链规划》《2006~2008年马铃薯良种

工程发展规划》，依托“中国马铃薯之乡”地域品牌

优势，相继注册了“新大坪”“鲁家沟”等 10多个商

标， 主打原产地认证、绿色A级食品认证、有机

食品认证、定西马铃薯产地商标共享品牌。2012
年，“定西马铃薯”商标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提

高了安定区马铃薯知名度，“定西马铃薯”已经正式

成为安定区农产品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市场的一张响

亮品牌。

1.4 铸造产业全链，晋级转型阶段（2013年以来）

2013年以来，安定区抢抓机遇，决心打造成

“中国薯都”核心区，种植面积一度突破6.67万hm2。

特别近年来，认真贯彻落实全省实施现代丝路寒旱

农业特色优势产业三年倍增行动计划，制定了“一

园（马铃薯产业园）三区（西川种薯繁育区、巉口精

深加工区和南川综合物流区）”的总体布局[4]，积极

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将基地建设与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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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田建设、旱作农业、技术推广、复耕休耕、撂荒

地整治相结合，持续推动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1年，全区马铃薯种植面积达6.29万hm2，总产

达180万 t，生产微型薯6.5亿粒以上，建设原种基

地 0.28万 hm2以上、一级种基地 2.67万 hm2以上。

2022年开始争创“国家马铃薯区域性良种繁育基

地”，示范带动建立高标准原种扩繁基地0.4万hm2，

一级种扩繁基地 3万 hm2，全区微型薯生产达到

7.5亿粒。争取到2023年，安定区马铃薯种植面积

稳定在6.67万hm2以上，总产量突破200万 t，力争

产值达到 60亿元以上，在马铃薯产业中农民人均

收入达到3 300元以上；与2021年相比，面积和产

量均增加20%以上，产值增加60%以上，收入增长

30%以上。

2 主要做法与成效

2.1 突出“转型升级”，产业实力持续提升

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马铃薯基地建设和

抓点示范工作为重点，加快构建特色农业优势区。

整村跨乡全域推进绿色标准化基地建设，在鲁家沟

镇太平村和香泉镇香泉村建立 2个百亩核心试验

田，完成新品种、新技术、绿色防控、水肥一体

化、新机械等试验示范 44项（次）。加快现代农业

产业园区建设步伐，推动马铃薯优势特色产业集聚

发展，以点带面形成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增强区域

特色产业竞争力。

2.2 深化“改革提效”，发展活力逐步显现

重视培育引进高新农业企业，对马铃薯标准化

生产示范基地建设的有关补助资金，严格资金管理

使用和招投标程序，加强物资发放监管，确保在建

设主产基地、改造升级技术、产品精深加工、冷链

物流配送、品牌打造宣传和培养引进人才等方面，

给予最大化倾斜支持。鼓励农业企业下联种植大

户、家庭农场和农业合作社，通过新型经营主体带

动和发展农户，支持和鼓励农业企业建设标准化、

规模化、集约化、示范化基地。同时也大力支持

农业企业上联市场，与科研院校和单位共同开发

生产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高的马铃薯新产品，在推动

产地初加工形成规模基础上，逐步在终端产品精细

化、高端化、有机化、绿色化方面的加工取得新的

突破。

2.3 致力“民生提档”，民生福祉不断增进

充分发挥种薯企业与甘肃省内科研院所的科研

成果及人才优势，加大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加快

新品种新技术引进和示范推广，提高马铃薯生产水

平。围绕种质资源保护、良种繁育、农业机械运

用、农业科技推广，不断提高农户对新品种、新技

术的认识，推动新成果、新技术的应用。

2.4 强化“技术指导”，产业基础持续加强

加强宣传培训和技术指导，落实标准化栽培技

术，提高规范化程度，不断推进规模化生产、标准

化栽培、机械化操作、产业化管理的高水平核心示

范点建设。特别加强对种植农户及合作社的培训

和技术指导工作，重视高素质农民培育，近3年培

训人数达到 2 900余人次，计划到“十四五”末达到

4 500人次以上，使各项技术进入千家万户，为马

铃薯标准化基地建设提供技术保障。

3 寒旱技术应用

安定区针对马铃薯种植过程中存在品种老化、

病害蔓延、土壤肥力下降等生产发展中的问题，积

极挖掘寒旱气候条件下当地农业资源潜力，示范推

广黑色地膜覆盖、配方施肥技术、休耕轮作倒茬、

脱毒良种应用、水肥一体化建设等寒旱农业绿色技

术组装模式，集成整合设施化、机械化，进而迈向

智能化、数字化等新时代，使马铃薯产业高产、高

质、高效、绿色发展得到实现，走出现代农业产业

化发展的新路子。

3.1 百亩核心试验田建设

在鲁家沟镇太平村和香泉镇香泉村建立2个百

亩核心试验田。开展新品种、新技术、新机械以及

水肥一体化、连作障碍土传病害生物防控等试验研

究和展示示范。

3.1.1 马铃薯新品种试验示范

引进‘庄薯4号’‘庄薯5号’‘庄13-5-21’‘定薯4号’

‘Ly1628-1’‘Ly1624-1’‘L13104-12’‘L11133-12’
‘陇薯 9号’‘庄 15-1-16’‘Ly1725-1’‘Ly1733-16’
12个品种开展富锌马铃薯品种试验，对‘定薯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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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薯 12号’‘陇薯 14号’‘陇薯 17号’4个富锌马

铃薯品种进行示范，达到了预期目标。重点开展

的马铃薯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马铃薯全程

机械化新装备的展示和演，征集国内外马铃薯新

品种（系）30个，包括中薯系列 2个品种、陇薯系

列 9个品种、定薯系列 4个品种以及‘青薯 10号’

‘希森6号’等，涵盖了国内外主产区的主栽品种，对

照‘陇薯 7号’，并以高淀粉、全粉和主食化加工

为主的 20个马铃薯新品种进行展示。不仅筛选出

了适宜安定区种植的‘冀张薯 8号’‘冀张薯 12号’

‘希森 6号’‘陇薯 10号’‘陇薯 7号’5个品种，并进

行大面积示范种植，也为全省高产优质马铃薯的推

广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3.1.2 马铃薯栽培新技术试验研究

开展不同种植模式、绿色防控技术和测土配方

施肥试验，包括马铃薯品种不同施用锌肥方式效果

试验、全生物降解渗水地膜马铃薯不同覆盖材料对

比试验、全生物降解渗水地膜马铃薯不同覆盖栽培

模式对比试验、马铃薯水肥一体化肥料利用率试

验、马铃薯保水剂肥料利用率试验、水肥一体化及

保水剂替代地膜试验、不同深度化肥施用效果试

验、测土配方施肥“3414”试验、测土配方施肥校正

试验、马铃薯土壤连作障碍微生物治理田间试验、

有机肥及生物有机肥肥效试验、马铃薯秸秆粉碎覆

盖垄作穴播增产机理试验、马铃薯秸秆全覆盖垄作

穴播秸秆用量试验等，进一步校正了当地马铃薯标

准化技术。

3.1.3 马铃薯栽培新材料技术试验研究

由安定区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联系，甘肃省农业

农村厅联合兰州大学、甘肃农业大学、兰州交通大

学和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共同建设在香泉镇的马铃薯

新装备核心试验示范基地，开展不同材料、绿色防

控技术和连作障碍土传病害生物防控等试验研究，

包括马铃薯不同锌肥基施用量试验、马铃薯不同锌

肥喷施量试验、马铃薯铁、锌纳米微肥试验、马铃

薯新材料“岛本酵素”试验、马铃薯地下害虫防治药

剂筛选试验、马铃薯晚疫病防治药剂筛选试验、马

铃薯黑痣病防治药剂筛选试验、马铃薯疮痂病防治

药剂筛选试验、有机-无机最佳配比试验，通过马

铃薯单项技术试验展示，组装集成了一批在全省可

复制、可推广的绿色高效标准化栽培集成技术。

3.2 千亩核心示范区建设

3.2.1 马铃薯新品种示范

在石泉乡中山村，依托甘肃农富联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完成‘新大坪’示范基地建设68 hm2。该基

地选用‘新大坪’原种种植，坚持良种良法配套、农

机农艺结合，推广运用集成“统一脱毒良种 + 统一

黑膜覆盖 + 统一配方施肥 + 统一农机耕作 + 统一

病虫防控”的高产、高效、高质、绿色种植技术，

做到种植品种、种植密度、配方施肥、机械耕作、病

虫害防控“五统一”， 实现标准化生产技术全覆盖，

力争提升‘新大坪’产量和品质，充分展示‘新大坪’

优势，加大当地‘新大坪’推广应用。‘新大坪’常年

种植面积 1万 hm2以上，是全省乃至全国驰名的优

质鲜销品种。

3.2.2 马铃薯全程绿色防控试验示范

在香泉镇陈家洼村建设完成马铃薯病虫害全程

绿色防控试验示范基地72 hm2，开展马铃薯病虫害

防治等综合配套技术展示示范。重点开展土壤处

理、种薯处理、理化诱杀、生物防控、自动监测预

警、科学用药等新技术、新产品试验。多年来不间

断开展防治马铃薯早、晚疫病，黑痣病，疮痂病和

黑胫病，兼顾地下害虫防治和大田蚜虫防治，大力

推进无人机绿色防控和组建专业化机防队（统一组

织、统一药械、统一药剂、同一时间、统一标准和

分户作业的方式服务）开展统防统治，使化学农药

使用量减少20%以上，坚决杜绝高毒、高残留化学

农药使用，主要病虫害危害损失控制在 8%以下，

主要病虫害防治率达到90%以上，提高了马铃薯产

量，保证了当地马铃薯品质。

3.2.3 马铃薯水肥一体化技术核心示范区

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进行“引水上山”示范，

在鲁家沟镇将台村完成浅山区引水上山水肥一体化

示范基地74 hm2，示范水肥一体化技术、测土配方

施肥、耕地质量提升与化肥减量增效及病虫害绿色

防控等技术。探索马铃薯智能水肥一体化新技术、

新方法、新模式，提升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为

保护耕地与全域绿色生产方式的形成提供技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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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在全省树立了标杆和旗帜。

3.2.4 马铃薯全程机械化作业示范

连续3年在香泉镇香泉村建设马铃薯全程机械

化作业示范基地70 hm2，辐射带动全区机械化作业

面积 1 334 hm2。示范推广机械深松耕整地，机械

化种植、机械化防病、机械化收获、机械化残膜

回收等马铃薯全程机械化技术示范，总结形成了

马铃薯全程机械化技术模式及机具配套方案，节

本增效显著，为全省同类地区马铃薯产业机械化

种植提供有力借鉴。

3.3 万亩绿色标准化核心示范基地和片带建设

2022年，安定区马铃薯基地建设以打造全省

标准化示范基地为目的，以持续推进马铃薯产业

做大做强做优为出发点，按照“全域规划、区域布

局、流域发展”的思路，坚持“注重规模、突出特

色、规划先行、相对集中”的思路，将标准化基地

建设与旱作农业、复耕休耕、高标准农田、撂荒

地整治相结合，大力推广“龙头企业 + 联合社 + 合

作社 + 农民”模式，集成配套“脱毒良种 + 黑膜覆

盖 + 配方施肥 + 农机耕作 + 病虫防控”标准化技

术，打破乡镇、村域的界限，整流域、整山系建

立集中连片的种薯、鲜薯、加工薯标准化订单种

植基地，打造集成规模化生产、标准化栽培、机

械化耕作、产业化管理的高水平核心示范基地。

坚持“谁建设、补贴谁”的原则，对合作社、家庭

农场及种植大户建立集中连片且规模34 hm2以上的

基地，从地膜、良种、机械等方面加大补贴力

度，确保示范基地建设完成。

4 思考与建议

安定区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了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但还存在面积持续扩大的压

力，家庭分散种植仍然占一定比例；生产过程对

劳动力需求始终降不下来、种植投入成本年年增

加；摆脱不了旱情束缚，大旱大减产小旱小减产

时有发生；连作现象时有发生，病菌积累不容忽

视；地膜使用与加工污水易形成污染，生产加工

急需与生态环保相衔接等方面的问题。如何在新

的发展阶段进一步做好当地马铃薯产业，现针对

上述问题，并结合安定区实际与现代寒旱农业发

展的要求，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4.1 高度重视三个基地建设，坚持向面积规模要

产量要收益

现代农业产业化的高质高效，必须要有稳定

的面积和适度规模经营作为支撑。科学规划并建

好“两高一优一绿”的种薯、商品薯和加工薯三个

基地，更是新时期马铃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保

障。针对面积规模不断缩小的实际，应高度重视

宏观调控、组织引导和宣传动员，在重视支持种

薯基地建设的同时，也要重视健全支持马铃薯全

产业链开发的政策支持体系，以种植效益为驱动

力，因地制宜规划好西南部二阴区早上市鲜销

薯、东南部半干旱区和北部干旱区加工薯、河谷

川沿水浇地网棚建设与原种扩翻的种植布局，形

成种薯、商品薯和加工薯“三分天下”的格局，坚

决避免“一条腿”走路。要不断组织支持和壮大种

植大户、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充分发

挥各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及时调整剔除和淘汰

效能滞后甚至僵尸化的组织，提高组织化、规模

化、集约化水平。要重视加大力度培养爱农业、

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提

高马铃薯种植的自觉性、专业性、群众性，让千

家万户都来种马铃薯，着力营造马铃薯产业可持

续高效益发展的社会态势。

4.2 持续推广旱作覆盖技术，坚持向技术集成要

产量要收益

现代寒旱农业的关键是水和温度。保住了天

上水，调节好全生育期的地温，就解决了寒旱农

业的瓶颈。旱作覆盖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特别

是黑色地膜在马铃薯栽培技术上的推广应用，不

仅在增温、保墒、积雨方面效果明显，而且对马

铃薯前期和后期的温度调节，对马铃薯大田阔叶

杂草的防治和阻挡病菌向土壤的传播都起到了很

好的作用。要积极争取各类财政支农资金支持、

整合项目资源、社会闲散资金，进一步加大地膜

补贴政策，加大对配方施肥、有机绿色病虫害防

控等旱作覆盖农业配套技术的支持力度，发挥好

资金资源的引导和扶持作用[5,6]。要按照良种与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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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农机与农艺联合的要求，组织种子、栽

培、耕作、植保和农机多技术工种，共同研究推

广、及时更新适合当地的优良种薯、高产高效绿

色栽培技术和轻便易操作、结实又耐用的作业机

械[7]，提高标准化技术到户进地水平，降低马铃薯

种植成本，减少马铃薯生产中人工投入，降低马

铃薯采收的劳动强度，提高马铃薯产业的高科技

含量和高附加值。

4.3 建高标准农田引水上山，坚持向节水农业要

产量要收益

寒旱农业的要求，不仅是要保住有限的降水

资源，更要利用好现有的灌溉水资源。安定区是

引洮工程的主要受益地之一，如何“保住天上水，

用好洮河水，种好马铃薯”一直是多年来广大农业

工作者的重大课题。作为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寒

旱农业区，安定区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

来，虽然实现了梯田化，初步使“三流”田变成留

得住水、留得住土、留得住肥的“三留”田。但随

着降雨量的逐年减少，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对耕

作标准化、机械化要求的不断提高，现有立地条

件已经完全不能满足要求。近年来，高标准农田

项目的实施，可以有效改变这一局面。在高标准

农田建设中，面对80%以上是旱梯田地的实际，在

现有香泉镇、内官营镇、鲁家沟镇节水试点的基

础上，要通过扩大试点建设加大农田水利投资力

度，分区域加快“引水上山”示范点打造，力争 10
年内使旱梯田节水面积达到1万hm2以上，走“高标

准农田 + 优质种薯 + 地膜覆盖 + 小型滴灌 + 机械

作业”的马铃薯旱作节水农业路子，把现在已经拥

有的“洮河水”最大程度利用起来，实现“田、水、

路”相配套，“耕、种、收”机械化，“哪里有高标

准农田，哪里就有滴灌设施，哪里就有马铃薯种

植”，逐步把高标准农田建设成马铃薯样板田，从

根本上改变“小旱小减产，大旱大减产”的被动应

付自然局面，让新时代马铃薯产业种植面貌焕然

一新。

4.4 突出绿色环保典型示范，坚持向清洁生产要

产量要收益

绿色、有机、环保是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的

基本要求，也是马铃薯产业高质高效发展的必然

选择。随着马铃薯生产过程中旱情的肆虐、用工

成本不断上涨、高标准农田数量的严重不足，适

宜马铃薯生长的立地条件开始不断受到限制，马

铃薯连作地块持续增加，造成主产地块病菌积

累，一些原先没有的土传病害如黑痣病、疮痂病

等现在也开始发生。农业地膜的使用，在克服干

旱、低温影响，提高马铃薯生产效益的同时，残

留地膜很难彻底回收干净，造成土壤污染。加工

生产方面，主要是马铃薯废水的处理回收和再利

用一直是个难题。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生产

的理念，突出重点开展马铃薯绿色环保清洁生

产典型示范，推广休耕轮作，麦、豆、薯轮作，

玉米-马铃薯套种、马铃薯-蚕豆轮作，大力变革

种植模式和田间结构布局。在马铃薯绿色生产示

范基地建设中，还要大面积推广应用适度加厚

（大于 0.01 mm）、抗拉、韧性足、易回收黑色地

膜和生物降解膜，避免残次单一品种大规模进

地。要建立农膜生产回收责任制度，制定农膜回

收标准，加大回收网点和回收企业补贴扶持政

策，提高废旧农用地膜的回收价格，让回收企

业和收集农民都从中受益，切实提高废膜回收资

源化综合利用水平。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引领

作用，大力推广应用新时代清洁生产技术与设

备，形成废水进地、薯渣加工饲料或薯渣发酵成

沼渣沼液高效还田的模式，把种植、养殖、加工

有机衔接起来。

4.5 健全完善社会化保障体系，坚持向专业服务

要产量要收益

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保障体系包括基层农技

服务体系、市场化专业服务体系和农业保险等服

务于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全过程的新型

服务组织。基层农技服务体系是马铃薯产业发展

的中坚力量，要在资金项目上给予大力支持，在

技术员下乡补贴等方面给予照顾，在试验示范上

给予方便，在联系农业科研院校上给予牵线搭

桥，让他们有充实的时间与精力从事马铃薯新品

种、新技术、新材料的研究和推广，保证使种植

技术不断推陈出新。要重视乡镇区域农技服务站

471



中国马铃薯，第36卷，第5期，2022· ·

的建设，在人员充实、工作专职化方面进一步落

实政策措施，使乡镇一级能真正参与到马铃薯产

业发展的技术服务中来，不光是开展一些中心工

作。要培育壮大农业科技示范户建设，通过高素

质农民培育、农业实用技术培训，让他们积极带

头落实和示范新品种、新技术、新材料，让组装

配套技术通过他们进入千家万户。要加大市场化

服务体系的培育，组建专业化服务组织，如农机

合作社、机防队等，或者动员有能力的农业新型

经营组织，开展土地托管有偿服务、机械化耕种

收一体有偿服务，为马铃薯生产提供补充服务保

障。要针对干旱、霜冻、冰雹等自然灾害频发的

实际，把农业保险作为稳定马铃薯产业效益和薯

农收入的重要政策保障，坚持马铃薯种植大户、

新型经营主体和大棚温室等生产设施全覆盖的原

则，构建自然风险防控保障机制，给马铃薯生产

提供安全托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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