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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Potato is the first-largest crop in Enshi Autonomous Prefecture. Its planting area is more than 126 667 ha,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half of the potato production area in Hubei Province. In national Potato Advantageous

Regional Layout Planning, Enshi Autonomous Prefecture is classified as a competitive production area for table

potatoes, processing potatoes, and seed potatoes in western China. As the strategy of developing potato as the staple

food was put forward and started in China, Enshi Autonomous Prefecture, based on such advantages as its own natural

resourc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brand, and in view of the whole potato industry chain, takes the lead in

accelerating potato as staple food in Hubei Province, and developmental momentum is more power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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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铃薯是恩施州第一大农作物，常年种植面积在126 667 hm2以上，占湖北省马铃薯种植面积的一半

以上；恩施州在国家《马铃薯优势区域布局规划》中被列入西南鲜食用、加工用和种用马铃薯优势区。随着国家提出

启动马铃薯主粮化发展战略，恩施州立足自身资源、科技及品牌等优势，以加快马铃薯全产业链建设为重点，在湖

北省率先试点推进马铃薯主粮化，发展势头十分强劲。

关键词：恩施州；马铃薯；主粮化；探索；建议

1 恩施州推进马铃薯主粮化的现状和优势

1.1 生态资源优势得天独厚

恩施州地处武陵山区腹地，属中亚热带季风性

山地湿润气候，冬少严寒，夏无酷暑，昼夜温差

大，雨量充沛，特别是高山地区，气温冷凉，拥有

与马铃薯原产地近似的气候条件，风速大，重茬

少，马铃薯病虫传播媒介少，自然隔离条件好，十

分适宜马铃薯生长繁育[1]，低山区还适宜春秋两季

马铃薯早熟商品薯的生产。独特的立体气候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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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实现马铃薯鲜薯产品的周年供应。在国家《马铃

薯优势区域布局规划》中被列入了国家西南鲜食

用、加工用和种用马铃薯优势区，国家先后在恩

施州批复建设了 9个马铃薯脱毒良种繁育基地项

目，成为南方马铃薯脱毒种薯繁育的核心区。

1.2 科技创新优势十分明显

恩施州在 1983年获国家批准建立了湖北恩施

中国南方马铃薯研究中心，2006年成为国家马铃

薯品种改良分中心。全州现有马铃薯研发、推广

高级专家 30余人，一批科技人员入选国家作物学

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

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国家马铃薯产业体系岗位

科学家等；恩施州现已成为中国南方马铃薯科技

创新和成果转化中心，“六五”以来获得国家马铃薯

重点科技攻关及国际马铃薯研究中心国际合作成果

50多项；自主选育的鄂马铃薯系列品种20余个，6
个品种通过国家审定，其中‘鄂马铃薯 3号’、‘鄂

马铃薯 5号’和‘鄂马铃薯 7号’先后被确定为全国

马铃薯主导品种[2]；研究推广的“马铃薯—玉米”间

套作栽培技术列为国家主推技术，“马铃薯脱毒种

薯快繁技术”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1.3 比较效益优势日益凸显

马铃薯是恩施州农业结构调整中种植面积保

持稳中有增的唯一粮食作物，从比较效益调查情

况看，在恩施州种植马铃薯效益较玉米、小麦分

别高 1.2和 3.5倍，种薯生产效益更高；马铃薯与

茶叶、烟叶和蔬菜等经济作物比较，劳务用工

少，病虫风险小，易贮藏保鲜，经济收益稳定。

马铃薯具有耐旱、耐寒、耐瘠薄等特点，对温、

光、水等资源较小麦、玉米和水稻需求要低，对

减少水土流失、节能减排等具有积极作用，能缓

解生态环境的压力[3]。

恩施马铃薯以中晚熟品种为主，生长季节

长，个体适中，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和热量

低，富含膳食纤维，含有人体所必需的全部氨基

酸，营养丰富，口感良好。恩施州具有独特的硒

资源优势，全州53%富硒土壤和42%含硒土壤生产

的“恩施硒土豆”、“恩施小土豆”、“恩施高山土

豆”等倍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1.4 产业发展势头十分强劲

马铃薯是恩施州的第一大粮食作物，2016年

种植规模达到 131 467 hm2，占全省种植规模的

52%；鲜薯产量约176万 t，占全州粮食总产的1/4，
占全州夏粮的 90%以上，全州人均占有马铃薯约

400 kg。随着烟叶、小麦、油菜面积下降，低山地

区水稻、马铃薯水旱连作模式推广，加之冬闲田

的开发利用，潜力依然较大，全州的集中连片贫

困地区，马铃薯依然是面积最大的作物。因此，

加速马铃薯产业健康发展，对于增加农民收入、

助推精准脱贫意义重大。

随着恩施州交通瓶颈的打破和马铃薯主粮化

的推进，恩施州马铃薯生产、加工和营销企业发

展迅速。目前，全州专业从事马铃薯生产、加工

和营销的企业已达80余家，新增电商30余家，州

外开设马铃薯专卖店或销售专柜 40余个，在建马

铃薯大型综合交易市场1个。州内具备马铃薯种薯

生产经营资质的企业4家，湖北清江种业有限责任

公司成为了湖北省马铃薯种薯繁育龙头企业。恩

施州亚麦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列入首批国家马铃薯

主食产品加工试点企业，恩施州平安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湖北百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已经完成

了马铃薯薯片和马铃薯粉丝等自动化标准生产线

的建设或改造升级，湖北武陵山生态农业股份公

司签约引进荷兰汤玛斯公司马铃薯全粉生产线即

将建成。

2 恩施州推进马铃薯主粮化主要成效

2.1 主动作为，争取领导重视

2015年5月，到恩施州视察，恩施州委、州政

府汇报并提交了《关于恳求支持恩施州率先实施马

铃薯主粮化试点建设的请示》。农业部明确支持恩

施州推进马铃薯产业发展，重点加强种薯繁育能

力建设、加快高产高效技术推广应用和支持马铃

薯主食产品及产业开发等。湖北省政府在《关于支

持恩施州发展的有关意见》中把恩施州列为湖北省

马铃薯主粮化试点，推荐进入国家马铃薯主食产

品及产业开发首批试点单位并安排了相关项目。

湖北省人大和湖北省政协分别把《关于支持在恩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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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率先试点推进马铃薯主粮化助推精准扶贫的议

案》和《关于加快推进马铃薯主食化及产业开发持续

健康发展的建议》作为重点督办的议案和提案，并

多次到恩施州调研和督办。恩施州委、州人大、州

政府和州政协等专题调研、部署和督办马铃薯主粮

化工作，州政府成立了以州长为组长的推进马铃薯

主粮化工作领导小组，马铃薯主粮化工作得到了各

级领导的空前重视。

2.2 顶层设计，提升产业定位

恩施州委托农业部规划设计院编制并正式发布

了《恩施州马铃薯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2016~
2020年）》，明确了恩施州马铃薯产业“十三五”发

展目标、任务，成为恩施州未来推进实施马铃薯主

粮化战略的纲领性文件。2016年1月，在中国科技

会堂举办了“恩施马铃薯产业化绿色专家咨商会”，

农业部领导和业内知名专家 20余人出席了专家咨

商会。恩施州人民政府还聘请了国内马铃薯界顶级

专家组建了恩施州马铃薯智库专家团队，组织了智

库专家座谈会和国际学术讲座等，有力地提升了恩

施州马铃薯产业发展的档次和水平。

2.3 勇于探索，率先推进落实

2015年11月，恩施州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马

铃薯主粮化的实施意见》，提出将马铃薯产业打造

成调结构转方式的重点产业、脱贫增收的扶贫产

业、提质增效的优势产业，要求把恩施州建成南方

马铃薯新品种创新中心、西南山区脱毒马铃薯种薯

繁育中心、武陵山区优质特色马铃薯商品薯和马铃

薯主食产品加工中心，明确了发展目标和主要任

务，强化了组织保障措施，要求自 2016年起恩施

州级财政每年安排专项 1 000万元、每县市每年相

应安排 500万元推进马铃薯主粮化发展。截至目

前，各县市均成立了领导小组，恩施州、宣恩县、

利川市、恩施市和巴东县已经由机构编制部门下文

成立了马铃薯产业发展局。

2.4 高位谋划，打造区域平台

2015年以来，恩施州人民政府联合国际马铃

薯中心亚太中心、中国作物学会马铃薯专业委员

会、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

务协会等在恩施州连续成功举办了两届南方（恩施）

马铃薯大会。2016南方（恩施）马铃薯大会吸引了

国内外特别是南方地区马铃薯权威专家、管理部门

领导、企业家、推广技术人员等 1 000多人次参加

会议；共有 115家企业（合作社）、394种马铃薯产

品、2 000多件马铃薯商品参加了展出；大会推出

了《马铃薯主粮化产业开发技术》书籍，《恩施马铃

薯主粮化》宣传画册，《梦圆土豆主粮化》和《硒都薯

韵》电视宣传片、“恩施硒土豆”全席和马铃薯主食

产品品鉴等；40余家中央、省级及地方的新闻媒

体对大会进行了报道，《“三土”专家种土豆——马

铃薯育芽带薯移栽技术》电视片在中央电视7台“农

广天地”栏目进行了播出。南方（恩施）马铃薯大会

已成为中国南方马铃薯的又一个区域展示平台，极

大地促进了马铃薯产业的交流与合作。

2.5 品牌引领，凸显价值空间

长期以来，尽管“恩施硒土豆”、“恩施小土豆”

和“恩施高山土豆”在一定范围小有名气，但还是养

在深山人未识，加上受交通限制，商品薯率不到

10%，价格也没有超出过 1.6元/kg。通过制定发布

《恩施硒土豆生产技术规程》，实行标准化生产，规

范化管理，“恩施硒土豆”被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

务协会授予“最受消费者喜爱的中国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据统计，2016年通过电商平台和网络销

售“恩施硒土豆”商品薯1万余 t，价格达到了10~16
元/kg。“恩施硒土豆”成为了恩施马铃薯的一块

“金”字招牌。

2.6 突出重点，夯实产业基础

“十二五”期间，全州争取中央、省级财政专项

资金近8 000万元，重点用于“马铃薯脱毒种薯繁育

基地”、“国家马铃薯改良中心恩施分中心”以及“马

铃薯脱毒良种繁育补贴”等。2016年，全州已争取

和安排了各级马铃薯专项资金 7 300余万元，其

中，中央现代农业生产发展专项500万元、国家绿

色高产粮油创建550万元、中央财政现代农业转移

支付资金农业科技推广专项 1 100万元、中央财政

现代农业转移支付资金马铃薯主食产品开发专项

50万元，湖北省现代农业生产发展专项 100万元，

重点支持科技创新、种薯繁育体系建设、马铃薯绿

色高产创建和马铃薯主食产品开发等；州级财政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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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1 000万元重点针对新品种引进、马铃薯种薯及

商品薯连片核心示范基地打造、马铃薯晚疫病预警

防控、主食产品加工开发、区域公用品牌打造等；

县市安排、整合资金 4 000余万元，重点用于马铃

薯脱毒种薯扩繁、优势基地建设、脱毒良种及集成

高效模式推广、市场主体培育及产品营销等。

3 恩施州推进马铃薯主粮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良种良法配套不到位

恩施州马铃薯生产经营分散，组织化程度

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85%以上耕地由一

家一户的农户进行分散种植。同时，由于马铃薯

用种量大，脱毒种薯价格较高，马铃薯更新换代

不快，脱毒良种比率不高，品种混杂退化严重，

农家肥使用比率减少，精耕细作水平下降。种种

条件的制约，难以形成标准化、规模化生产，不

利于集约化经营。

3.2 马铃薯晚疫病发生严重

（1）菌源丰富。由于连年种植，为自生苗和种

薯带菌提供了充足的菌源，且不断累积，加上病原

菌生理小种的组成日趋复杂，具有对不同品种的致

病力；

（2）气候条件适宜。本地区雨多雾重，湿度

大，日照少，特别是5~7月降雨与春马铃薯花蕾期

相遇，有利于病害的发生流行；

（3）抗病品种少、抗性退化快。目前推广的品

种遗传基础狭窄、同质化现象较重、抗性衰退较

快，缺少水平抗性品种。

（4）防治手段不合理。晚疫病监测预警防控体

系不健全，统防统治比率不高，依靠一家一户的单

打独防，效果不尽人意，导致晚疫病发病严重，且

马铃薯单产和总产年度差异大。

3.3 物质装备及基础设施条件差

尽管恩施市已经被纳入湖北省马铃薯全程机械

化示范县市，但受地形地貌限制，适合山区马铃薯

种植的机械设备较少，机械化程度总体偏低。马铃

薯产后清杂、分级分选、包装运输装备少，加工装

备水平不高。贮藏设施建设滞后，仓储条件薄弱，

贮藏损失大，品质下降快。

3.4 市场主体引领带动能力弱

恩施州从事马铃薯种植、加工、销售的企业和

专业合作社等主体不多，与种植规模不相适应，市

场带动能力不足，全州马铃薯种植规模是茶叶的

1.4~1.5倍，而全州从事马铃薯种植、加工、销售

的企业和专业合作社等仅是茶叶的 4%~5%，多数

还处于起步阶段。马铃薯种薯及商品薯基地生产组

织化程度偏低，主食产品加工企业弱小，设施设备

简陋，马铃薯加工产品种类少，加之企业融资难度

大，社会资本对产业发展投入积极性不高，企业转

型升级难，缺乏骨干龙头企业对产业的拉动。

3.5 加工转化及商品化程度低

恩施州马铃薯主要自留用作粮食、蔬菜、饲料

和种薯，作为商品流通和加工转化严重不足，现有

商品薯品种个体小、芽眼深，外观缺少吸引力，缺

乏加工专用品种和极早熟商品薯品种，商品化程度

低，加工增值效益低，资源优势没有转化成商品优

势。恩施州内没有单独的马铃薯物流交易市场及相

关行业协会，线上没有大型专业商贸平台，线下商

品薯及种薯流通没有专业物流体系支撑，目标市场

仍以周边省市为主，产业流通体系建设仍需完善。

3.6 品牌创建力度和影响不够

作为全国优势富硒区和马铃薯优势种植区，马

铃薯品牌建设意识不强，起步较晚，马铃薯企业尚

没有“中国驰名商标”、湖北省“著名商标”和湖北省

“名牌产品”，马铃薯“三品一标”申请认证等工作推

进乏力，“恩施硒土豆”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商标注

册滞后，规范化管理不够，企业商标注册等才起

步，产品增值较慢，品牌带动较弱。

4 进一步推进马铃薯主粮化发展的建议

4.1 优化生产区域布局

完善种薯繁供及监管体系，加大马铃薯种薯企

业培植力度，加速马铃薯快繁技术推广。支持具备

马铃薯原原种生产资质的企业，工厂化生产脱毒原

原种；支持具备马铃薯原种生产经营资质的企业，

标准化生产脱毒原种；支持马铃薯企业与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合作，规模化生产马铃薯

一、二级良种，建立种薯质量全程监管制度和种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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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追溯制度，提升供给能力，提高供种质量，降

低用种成本[4]。

按照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种植、机械化生产、

规范化管理的要求，围绕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

织、家庭农场和种植大户，整合利用各种政策、资

源和项目，重点在富硒土壤区域建设马铃薯核心生

产基地。低山重点生产鲜食商品薯，二高山重点生

产主食加工原料薯，高山重点生产脱毒种薯。严格

按照《“恩施硒土豆”生产技术规程》，实行良种良法

配套、农机农艺融合，精准集成高效生产技术，提

升马铃薯生产的综合效益，提升“恩施硒土豆”的核

心竞争力。

4.2 提升科技创新水平

以湖北恩施中国南方马铃薯研究中心等为依

托，加大与国内外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科技合作

和攻关，壮大马铃薯育种、生产、推广、产业化科

技创新团队，加强研发能力和条件建设，加大科研

经费投入，实施科技创新重点专项，打造国内领先

的马铃薯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不断提升马铃薯生

产、加工、流通等领域的科技创新和应用水平，重

点攻关品种创新、种薯繁殖、高效栽培、病虫防

控、产品贮藏、主食产品加工等关键技术，特别是

把抗病、优质、高产和适宜主食加工的专用品种选育

作为重点[5]。加强适宜山区马铃薯机械的研发，推进

马铃薯全程机械化步伐，推行节能、环保、可持续发

展理念，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发展效率。

4.3 培育新型市场主体

遵循市场为主、政府推动、社会参与的原则，

积极出台优惠政策，加大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力

度，引进和培植一批马铃薯生产及营销企业，实施

龙头企业带动战略，提升产业整体实力，延伸马铃

薯产业链，增加产品的附加值[6]。鼓励支持企业与

科研院校合作，着力开展新产品、新工艺研发。重

点扶持加工龙头企业引进技术、改进装备、研发主

食加工产品、提高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加快

发展新型主体，积极引导土地经营权向市场主体流

转，加大产业人才培养，推进新型主体向专业化、

规模化和集约化方向发展。支持信贷资金向马铃薯

市场主体倾斜，探索马铃薯生产保险试点，构建马

铃薯种植生产风险保障体系[7]。加快建立马铃薯产

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协调和规范马铃薯生产、经营

行为，维护公共利益和行业信誉。

4.4 开发主食加工产品

多元化发展马铃薯产品结构，突破性发展马铃

薯主食加工产品，积极发掘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马

铃薯风味食品，开发马铃薯旅游休闲食品，打造推

广地方马铃薯饮食文化。农旅结合、资源整合、产

业融合，面向国内外高端市场，开发含硒或富硒鲜

食马铃薯及功能食品，拓宽增值渠道，拓展增值空

间。加快马铃薯清洁生产技术的开发、推广和应

用，努力构建马铃薯循环经济产业链，实现马铃薯

加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4.5 构建市场营销体系

充分利用各方面资源，加速改善马铃薯分选、

贮藏、加工、包装、运输条件，完善马铃薯流通体

系和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创新流通方式，建立形式

多样、产销联结紧密、经营多元的市场流通格局，

拓展马铃薯消费市场[8]。引导、支持多种经营实体

开展专业市场建设，在马铃薯生产比较集中、交通

比较便捷的地方建立设施齐全、功能完善的种薯、

鲜薯、加工产品对外开放市场。鼓励跨区域销售的

专业门店和电商平台建设，完善“农商对接”、“农

超对接”、“直销直供”、“连锁经营”等产销模式，

规范交易行为，提升马铃薯的综合效益。

4.6 加快区域品牌建设

建立以区域公用品牌“恩施硒土豆”等为核心的

马铃薯品牌体系。强化公用品牌管理，引导和支持

在公用品牌的基础上创建企业子品牌，开展马铃薯

“三品一标”等申报、认证、利用和保护工作。积极

创造条件申办或者组织参加国际、国内马铃薯大

会、薯业博览会和相关活动等，吸引国内外客商和

资源向恩施州集聚。积极与北京天下星农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等加强合作，利用“褚橙、柳桃和潘苹果”

等品牌策划团队的成功经验，高水平、全方位携手

打造“恩施硒土豆”区域公用品牌形象，利用互联

网、报刊、广播电视、微信、微博等，加强马铃薯

品牌宣传推介，使恩施马铃薯实现由产品到商品、

由商品到品牌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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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马铃薯大会突出贡献奖单位
中国马铃薯大会为科研、生产、加工、市场、消费，即整个马铃薯产业链的信息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大

家能够在一起分享取得的科研成果，提出问题，应对新的挑战，极大地促进了马铃薯产业的发展。2017年中国马铃薯
大会的召开得到了政府、科研、企业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筹办2017年中国马铃薯大会的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
的单位有：

1.雪川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张家口弘基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3.内蒙古凌志马铃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保定市亚达益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原保定市亚达化工有限公司）
5.华颂种业（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6.内蒙古格瑞得马铃薯种业有限公司
7.内蒙古正丰马铃薯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8.江苏湛蓝肥料销售有限公司
9.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0.大兴安岭兴佳种业有限公司
11.黑龙江兴佳薯业有限责任公司
12.内蒙古兴佳薯业有限责任公司
13.中国—阿拉伯化肥有限公司
14.北大荒马铃薯集团有限公司
15.中国马铃薯农场主联盟
16.望奎县龙薯现代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社
17.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昱丰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
18.国际马铃薯中心亚太中心
19.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20.国家马铃薯改良中心
21.毕节市人民政府
22.威宁自治县人民政府
23.毕节市农业委员会
24.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政府
25.贵州省生物技术研究所
26.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总公司
27.毕节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28.毕节市委市政府接待处
29.毕节福朋喜来登酒店
为表彰这些单位在筹办2017年中国马铃薯大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中国作物学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决定向他们颁

发奖杯和奖牌，表示感谢。
中国作物学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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