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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quo and Prospect of Potato Industry in Xiangyang District
ZHANG Yong, HONG Guo*, GUO Guangli, XIAO Zhijian, LI Chunhua, ZHOU Lijuan

( Xiangyang Agricultural Technique Extension Center, Xiangfan, Hubei 441104, China )

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potato has a long history in Xiangyang district. The favorable and natur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provides the huge potential for increaseing potato yield and benefit. People put potatoes '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n the agenda gradually in Xiangyangdistrict . Due to the support from government and the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gets rapid development soon. Through the efforts of recent years, it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Xiangyang district , and becomes one of the largest economic crop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and deficienc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otato industry. The main target and task is to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of
market and improve the industry chains of pot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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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铃薯在襄阳区的栽培历史悠久，襄阳区优越的地理自然条件为马铃薯的增产增收和产业的壮大提供了

巨大的潜力。襄阳区逐步将马铃薯的种植和发展提上日程，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促进了襄阳区马铃薯

的快速发展。通过近几年的努力，襄阳区的马铃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成为种植面积最大的经济作物之一。但在马铃薯

产业化发展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抓住市场机遇，完善马铃薯产业链的建设是襄阳区的目标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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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樊市襄阳区地处东经 111°44′~112°23′，北纬

31°46′~32°28′，位于南阳盆地南缘，汉水中游。境

内河流纵横，库塘星罗棋布，土层深厚，水土资源

丰富。拥有耕地面积 9.7 万 hm2，分为潮土、黄棕

壤、水稻土三大土壤类型[1]，潮土中沙壤土居多，其

质地疏散，土层深厚，透气性好，有机质含量高，

是马铃薯种植的理想之地。本地属北亚热带季风气

候，光照充足，气温适宜，雨量充沛，四季分明。
全年日照时数 1 940 ~ 2 033 h，年平均气温 15.8℃，

无霜期 232~245 d，≥10℃积温 4 906.9~5 042.4℃，

历年平均降水 878.3 mm。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为襄

阳区冬种马铃薯的发展提供了资源。近年来，通过

对冬种马铃薯生产的技术探索和产业引导，襄阳区

马铃薯产业已基本形成了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
专业化服务的格局。

未来，通过对马铃薯产业的深挖掘，逐步实现

马铃薯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产业模式将是襄

阳区发展马铃薯产业工作的重点。

1 襄阳区马铃薯产业发展的现状

1.1 马铃薯种植面积逐年扩大

随着人们对马铃薯价值的开发，其营养价值、
药用价值、工业价值在社会生活中也逐步凸现。
这为襄阳区马铃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加之区政

府和农业工作者对马铃薯的重视和农民的种植积

极性不断提高， 2010 年，襄阳区马铃薯的收获面

产业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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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已达 7 003.5 hm2，较 2009 年的 5 362.68 hm2 增长

30.6%，2009~2007 年马铃薯种植面积分别较上一年

增长 0.63%、42.86%、30.23%，增长幅度明显。
1.2 农民种植水平不断提高

通过对农民的政策引导和技术培训，农民对科

学种植的认知性逐步提高，目前，大部分农民已接

受和掌握了马铃薯高产高效种植模式和科学的种植

技术。农民自留马铃薯种薯已成历史，取而代之的

是脱毒马铃薯新品种的普及，全区脱毒马铃薯“早大

白”和“东农 303”的种植面积达 90% 以上，地膜覆盖

达 100％，起垄栽培面积达 80％，测土配方施肥面

积达 85％。科技是发展生产的动力，农民科学知

识的丰富和提高促进了襄阳区马铃薯产业的蓬勃发

展，2010 年薯农取得了大丰收，全区马铃薯平均每

667 m2 产量达 2 172.7 kg，产值突破三千元大关。
1.3 马铃薯单产逐年提高

从生产上对马铃薯投入的加大和农户自身种

植水平的提高，襄阳区马铃薯的产量年年攀升，

每 667m2 产量从三年前的 1500 kg 左右逐渐增长2010
年的 2172.7 kg，少数农户 667 m2 单产可达 2500kg。
为农民的增产增收提供了一定的保障，提高了农民种

植的积极性。
1.4 马铃薯生产带动了农业的增产增收

全区马铃薯增产增收效益明显。襄阳区马铃薯总

产从 2007 年的 10.53 万 t 跃升到 2008 年的 15.76 万 t，
再到 2009 年的 17.35 万 t，到 2010 年已达 22.8 万t。
与前一年相比，总产涨幅分别为 31.4%、10.1%、
49.5%。马铃薯的经济效益也大幅度增长：2007 年

马铃薯平均每 667 m2 产值 1 692 元，总产值 0.95 亿

元；2008 年马铃薯平均每 667 m2 产值 2 832 元，总

产值达 2.52 亿元；2009 年马铃薯平均每 667 m2 产

值 3 019.1 元，总产值达 2.67 亿元；2010 年马铃薯

平均每 667 m2 产值 3 476.3 元，总产值 3.65 亿元。
农民 667 m2 纯收入也随着增长，尤其是 2010 年马

铃薯每 667 m2 纯收入为 2 486.3 元，分别比同季种

植的小麦、油菜高 4 倍、3. 6 倍。
1.5 马铃薯网络化服务体系初见成效

卖薯难的问题一直是困扰老百姓的一件大事。
为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近年来，襄阳区一方面积

极组织引导有头脑、有实力的当地能人，组建合作

化组织。另一方面，帮助协调各镇成立蔬菜协会，

目前已建成了双沟镇尚庄村的马铃薯协会、张家集

镇方寨村的张家集蔬菜协会。配备了先进的办公设

备，通过网络连接，缩小供销距离。协会成员分工

明确，各司其职。加强了与外地客商联系，规范了

薯农诚信交易，有力推动了马铃薯的销售和流通。
襄阳的马铃薯远销东北五省市，每到收获时节马铃

薯主产区车多人挤，各地口音混杂，热闹非凡。

2 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具体做法

2.1 实行集中连片规模种植

马铃薯规模化种植是其产业发展的趋势和要

求。襄阳区马铃薯实行集中连片规模种植，主要

集中在以唐河、白河和滚河沿线的双沟、张家集、
朱集、程河、古驿等四镇，集中连片种植面积达

3 335 hm2，占马铃薯种植面积约 60％。初步形成

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专业化服务的产业格

局。同时，以村为单位选种“早大白”、“东农 303”、
“克新 4 号”等优质品种，优质率达到 80%。
2.2 普及推广高产高效配套技术

按照马铃薯高产栽培技术规程，着重抓好马铃

薯科学选种、稻草覆盖免耕栽培、脱毒马铃薯种薯

应用、大棚马铃薯地膜覆盖栽培[2]、测土配方施肥、
缓控肥的推广应用、病虫害综合防治等工作。并在

马铃薯主产村建设高产示范百亩样板，各镇马铃薯

生产示范样板面积均达到 0.15 hm2 以上。以点带面，

以村带镇，促进全区马铃薯种植水平提高。双沟镇

尚庄村四组某农户，2010 年示范大棚马铃薯地膜

覆盖栽培面积 867.1 m2，提早上市 10~15 d，总产

2 816.34 kg，每千克售价 2.14 元，每公顷总产值

达 7.53 万元，该项技术受到当地农民的欢迎。通过

典型引导附近农民，辐射周边村镇，加快了新技术、
新成果的推广速度。
2.3 积极开展技术培训和指导

襄阳区每年组织专业农技人员在马铃薯产前、
产中抓好马铃薯栽培技术培训。种植前组织各镇开

展大规模的马铃薯栽培技术培训，在生长关键环节，

召开全区马铃薯生产管理现场会，在各村巡回开展

技术指导。近几年，襄阳区开展马铃薯技术培训 20
期，培训人数 5 000 余人次，技术指导 127 次，印

发技术宣传资料等 22 000 余份。同时，充分利用电

视台传播面大、及时高效的优势，组织录制“襄阳农

业”专业节目 14 期。科技的普及不仅提高了农户自

身的科学种植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了减少了马铃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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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中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2.4 以市场为导向，扶持马铃薯产业的发展

襄阳区积极整合蔬菜或马铃薯协会和组织资源，

同时调动区、镇政府共同协调，组织销售企业和营

销协会发展订单生产，签订购销合同，以订单形式

促进马铃薯产业的发展。2010 年全区订单面积已达

5 736.2 hm2。为增加当地马铃薯的市场竞争力和经

济效益，襄阳区积极引导和扶持马铃薯生产产地环

境评价和无公害认证。目前已获无公害马铃薯产地

认证 5 个，无公害马铃薯产品认证 1 个。

3 马铃薯产业化发展思路

3.1 创新种植模式，提高经济效益

高效种植模式优化了资源的利用，提高了土地

的产值，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力求开拓创新，

不断挖掘马铃薯高效前景，带动襄阳区马铃薯产业

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增加。
3.2 加快马铃薯产业链的建设

马铃薯种植连片是襄阳区马铃薯发展的一个亮

点，初步建成的合作化组织和马铃薯、蔬菜协会在

马铃薯的流通中也崭露头角。区域化、规模化的产

业格局亟待完善。在种源供应分散、加工企业缺乏、
销售网络化普及不高的情况下，采取“走出去，请进

来”的办法，加大力度招商引资，兴办龙头加工企

业，增加马铃薯的附加值。同时，强化马铃薯产业

化信息服务体系，建立种薯购销、订单生产机制，逐

步形成本地马铃薯“公司 + 基地 + 农户 + 技术”的产

业化格局。此外，马铃薯的无公害认证和品牌建设也

是在马铃薯产业发展竞争中不可或缺的“一把利刃”。
3.3 继续加大对马铃薯产业的科技投入

襄阳区马铃薯发展取得的成绩充分显示了其在

马铃薯生产上的优势。今后的工作中紧抓马铃薯这

一朝阳产业不放，倾力挖掘其背后潜力是关键：一

是一如既往的狠抓马铃薯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应用，

特别是对专用型马铃薯品种的种植引导；二是进一

步提高农技工作者的专业水平和工作能力，促使农

业科技普及活动又好又快发展，实现产业转化增值，

加快农民增收。

4 马铃薯发展前景及对策

4.1 政策支持是马铃薯发展的直接推动力

将马铃薯与其它粮食作物同等列入政府部门的

惠农政策，并实施一定的农机补贴、以奖代补等政

策，直接有效的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4.2 着力修补产业链薄弱环节

龙头企业不仅可缓解襄阳区马铃薯销路难的问

题，还能在产业转化增值上发挥积极作用，建议政

府部门能够通过对龙头企业给予一定的扶持，稳定

现有加工企业，并积极招商引资，吸引更多更强加

工企业落户襄阳，最大限度发挥龙头企业在农副产

品转化增值中的作用。同时，政府部门还可通过加

强资金管理、质量管理、市场准入管理、环保管理、
资源管理和食品安全管理等手段，确保引进马铃薯

加工企业的环保高效。
4.3 积极推广高效种植模式

通过多年生产实践，结合种植能手的实际经验，

目前总结出了两个适宜襄阳区的高产高效种植模

式，即：地膜马铃薯———西瓜（花生）———大头菜

（萝卜、甘蓝），地膜马铃薯———棉花等[3]。前者马

铃薯、西瓜、花生、大头菜平均每 667 m2 纯收入

分别为 1 800、900、500、600 元，即这种模式下，

农民每年每 667 m2 可获利 3 300 元或 2 900 元。后

一种种植模式每 667 m2 马铃薯利润为 2 050 元，棉

花为 1 000 元，每年每 667 m2 纯收入 2 750 元。 茬

口安排：马铃薯元月上、中旬（元月 10 日）播种，5
月中旬收获；花生 5 月上中旬抢时早播，9 月底收

获；西瓜 4 月10 日育苗，7 月底腾茬；甘蓝（芥菜）

8 月中旬育苗，抢时移栽，12 月底视市场行情择时

收获。高效种植模式的有力推广将成为襄阳区马铃

薯产业发展的强有力的推手。
4.4 深化土地流转，推广机械化作业

土地流转有利于马铃薯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布

局的实施。结合新农村建设和三农改革，加大政策

支持，继续创新探索土地流转模式，使得马铃薯种

植向大户或企业中转移[4]，实现马铃薯机械化种植和

收获，推进马铃薯产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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