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Curr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Ex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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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advantages of potato industry were analyzed in Minle County, including
favorable natural conditions, quality superiority, good economic benefits and proven cultivation techniques. The further
strategy and suggestion were put forward to develop potato industry and extend potato industry chain in Minle County, which
aimed to expand production base scale, increase extensive processing ability, improve and perfect virus-free seed
propag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system, make great efforts to develop potato circulation and storage system, strengthen
service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formulate preferential policy to boost potato industr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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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分析了民乐县马铃薯产业发展的优势和现状，包括自然条件优越、品质优势明显、经济效益好、种

植技术成熟；提出了扩大生产基地规模、提高精深加工能力、健全完善脱毒良种繁育体系、抓好马铃薯流通和贮藏体系

建设、健全科技服务体系、制定优惠政策助推马铃薯产业发展等拓展马铃薯产业链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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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民乐县地处祁连山北麓、河西走廊中段，

境内光照充足，土地肥沃，是培育天然绿色食品的

理想之地，特别是在发展马铃薯产业方面，具有得

天独厚的优势[1]。近年来，民乐县立足县情，认真分

析国内外马铃薯加工市场需求，坚持把马铃薯产业

作为发展县域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战略性主导产

业来发展，提出了打造“中国西部薯业强县”的奋斗

目标，大力推进马铃薯产业发展。马铃薯已成为民

乐县重要的农作物和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特色产业之

一，初步形成了集脱毒繁种、基地化种植、规模化

加工为一体的产业发展格局。

1 发展马铃薯产业的优势

1.1 自然条件优越

民乐县属典型的大陆性荒漠草原气候，海拔

1 589～5 027 m，年平均气温 0～7.6℃，年降水量 155～
501mm，平均蒸发量 1 638.4mm，无霜期 118～159 d。
海拔、气温、降水与马铃薯生长需求相吻合，十分适

宜马铃薯的生长发育和高产优质标准化生产的要求。
全县有耕地 7.73 万 hm2，其中 4.13 万 hm2 标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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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土层深厚，土质疏松，透气性好，保水肥能力

强。县境内有 7 条主要河流和 12 条小沟小河，年

径流量 4.12 亿 m3，地下水年最大允许开采量 1.67
亿 m3。经改造、开采可直接用于灌溉的水资源为

4.61 亿 m3；全县水利设施配套完善，节水改造效

果明显，形成了以河水灌溉为主、井水灌溉为辅的

灌溉体系，为马铃薯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可

靠的水资源保障。
1.2 品质优势明显

民乐县日照时数长、昼夜温差大、雨热与马铃

薯生长需求同季，有利于干物质积累和淀粉粒的形

成，其含量明显高于全国其它地区。如重点推广的

大西洋，干物质含量为 22.8%，淀粉含量为 18.9%，

还原糖为 0.16%，在加工增值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1.3 经济效益好

民乐县马铃薯平均产量每公顷在 36 t 以上，产

值在 1.8 万元以上，明显高于传统特色作物小麦、
啤酒大麦和双低油菜的种植效益，在发展农业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方面效果明显，群众种植积极性较高。
1.4 种植技术成熟

马铃薯在民乐县种植历史悠久，群众在长期的

种植经营中，摸索和总结出了一套从品种选择、种

植管理到收获贮藏的成熟经验和技术。特别是近年

来，通过建立农业科技示范点，不断加大马铃薯新

品种和新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力度，重点

推广了大西洋和克新等加工专用品种，以及高垄栽

培、渗水膜灌溉等技术。将农机具补贴项目重点用

于马铃薯生产机具的购置，引进和推广了一批适应

性强、技术性能可靠的中小型种植和收获机械。

2 马铃薯产业发展现状

2.1 种植规模迅速扩张

民乐县把种植基地建设做为马铃薯产业发展的

基础，制定了灌溉、良种补贴等优惠政策，规范土

地经营流转，引导农户、能人大户和企业连片种植

马铃薯，发展规模化生产基地。2007 年全县种植马

铃薯 0.74 万 hm2，2009 年达到 1.24 万 hm2，其中连

片面积 66.7 hm2 以上的基地 5 个、33.3～66.7 hm2 的

基地 6 个、13.3～33.3 hm2 的基地 20 个。同时，在

北部风沙区建成了集高新节水、专业化生产和环境

保护为一体的 600 多 hm2 的沙漠马铃薯现代化种植

示范基地，为科学化、规模化、集约化种植马铃薯

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
2.2 龙头加工企业发展强劲

民乐县人民政府与荷兰考森·爱味客集团公司成

功合作，2007 年新建了中荷合资甘肃爱味客马铃薯

加工有限公司，计划总投资 15 亿元人民币建设 10
万 t 马铃薯全粉、20 万 t 法式速冻薯条生产项目。
一期投资 1.5 亿元的 1.5 万 t 马铃薯全粉生产线已于

2008 年 3 月正式投产。同时，2007 年还引进新建了

西域恒昌 3 万 t、丰源薯业 1 万 t 的 2 个马铃薯精淀

粉加工项目，发展了 12 家小型马铃薯加工企业，全

县形成了以爱味客、西域恒昌和丰源薯业为龙头，

各类小型加工企业为补充的加工企业集群。
2.3 科技推广与良种繁育力度加大

先后引进了脱毒大西洋、克新、陇薯等高产优

质新品种 40 多个，大面积推广配方施肥、脱毒良

种选育、覆膜种植、机播机收、节水灌溉等栽培技

术。通过举办现场演示会，大力开展马铃薯机械化

种植与收获技术试验示范，组建马铃薯专业服务队

13 个，2009 年完成机械化种植面积 1 万 hm2，机械

化作业率达到 77.8%。为解决良种供应问题，引进

了多家种业公司，长期在县内进行马铃薯繁育制

种。2007年，引进中国种业 50 强（排名第 5）的北京

德农种业，成立了甘肃民乐万向德农马铃薯种业有

限责任公司，投资 5 000 万元，建成年产 3 000 万粒

原原种、1.25 万 t 原种、10 万 t 一级良种的马铃薯脱

毒种薯快繁中心。2009 年，全县繁育马铃薯原原种

2 000 万粒、繁制原种 4 000 t、一级良种 1.6 万t。
2.4 收购贮存与流通服务体系不断健全

通过减免税收、协调贷款等方式，大力支持企

业、贩运大户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多渠道收购马铃

薯。至目前，全县已培育购销贩运大户 194 户，仅

乡村两级马铃薯年交易量就达到 15 万 t 以上，市场

流通能力不断提高。建成民乐凯翔马铃薯食品工业

有限公司总贮量 3.4 万 t 的高标准加工专用薯恒温库

2 座，正在新建 2 万 t 的恒温库 1 座，发动能人富户

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沿山地区修建山体贮藏库 10
座、农户贮藏窖 5 万座。全县形成了恒温库、山体

贮藏库和农户贮藏窖为主的马铃薯三级贮藏体系。

3 发展马铃薯产业的对策及建议

3.1 扩大生产基地规模

要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引导发动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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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大户、龙头企业和各类合作经济组织，通过转包、
租赁、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发展规模化生产基地，

推动耕作方式变革，培育加工专用薯生产基地。大

力发展各类马铃薯产业协会，成立以乡镇为单位的

马铃薯服务队，指导农户严格按照“六统一”（统一供

种、统一配方施肥、统一种植标准、统一防治病虫

害、统一田间管理、统一订单销售）的原则种植马铃

薯，提高基地的规模化和专业化水平。
3.2 提高精深加工能力

今后民乐县要依托荷兰爱味客公司的品牌、资

金、技术和市场优势，实施集团化战略，通过重

组、整合等方式，打造成以甘肃爱味客公司为龙头

的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建立和完善马铃薯

的深度加工体系，加大综合开发力度，走产业化开

发、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经营之路。将“甘

肃爱味客”品牌做强做大，提升产品市场占有率、
产业效益和产业品位，奠定中国西部马铃薯加工基

地的领军地位。近几年，要加强合作开发，积极对

接洽谈，开工建设爱味客公司扩建项目，力争民乐

县马铃薯全粉生产能力达到 10 万 t、法式速冻薯条

生产能力达到 20 万 t、精淀粉的生产能力达到 10
万 t。同时，加大产业开发研究力度，走精加工、
深加工的路子，新上变性淀粉、醋酸脂淀粉、颗粒

全粉、淀粉降解树脂、淀粉黄原胶等项目，创出新

的产品，占领新的市场。
3.3 健全完善脱毒良种繁育体系

坚持把良种繁育推广作为全面提升马铃薯产业

竞争能力的关键措施，以马铃薯种薯企业为核心，

引导和支持农户、种植大户积极参与种薯繁育，扶

持马铃薯种薯企业加快原种繁育，扩大良种繁育面

积。当前，重点扶持万向德农公司和绿禾公司脱毒

快繁中心稳步提高生产能力，严格按照脱毒种薯标

准化生产规程繁育种薯，提高脱毒种薯繁育能力和

种薯质量，建成以万向德农 6 000 万粒脱毒快繁中

心为龙头、区域脱毒种薯繁育基地为依托、各类种

子繁育企业为补充的马铃薯良种供应体系，满足县

内生产基地的用种需求，使全县良种化率和脱毒种

薯普及率达到 90% 以上，同时为周边地区提供优

质种薯，真正成长为中国西部马铃薯种薯繁育基

地。另外，要加强种薯检测体系建设，建立脱毒种

薯质量检测中心, 承担辖区内种薯质量检测和监督

管理工作，以保证种薯质量[2]。

3.4 抓好马铃薯流通和贮藏体系建设

支持流通企业和各类合作经济组织，建立集信

息、物流、科技服务为一体的马铃薯专业市场；支

持在各乡镇所在地或核心种植区，建立和完善以马

铃薯为主的农产品集贸市场；扶持鼓励种植贩运大

户、农民经纪人和各类中介组织参与马铃薯营销，

激活销售市场，提高马铃薯商品率。形成以专业市

场为龙头、集贸市场为载体、购销贩运户为依托、
收购网点为基础的马铃薯产品购销网络，以健全完

善多层次、多形式、多功能的马铃薯市场体系。坚

持订单化生产、一体化服务、预约收购的产业经营

原则，开辟马铃薯运销“绿色通道”，加大对安全运

输、订单履约、植物检疫等方面的检查力度，规范

马铃薯市场流通秩序，加强收购服务，提高商品薯

流通能力。完善恒温气调库、半地下式贮藏库、山

体保鲜库、农民土窖等各类贮藏设施功能，扩大贮

藏规模，形成种薯、加工专用薯和鲜薯分类贮藏，

相互补充的科学贮藏方式，进一步完善三级贮藏体

系，科学贮藏加工专用薯和种薯。
3.5 健全科技服务体系

加快健全以科技推广、产业服务为主的农技体

系，培育壮大机械化服务组织和服务大户，引导其

规范运行。利用县乡村三级培训体系，重点培训一

批专业技术力量和农民技术骨干，提高群众的马铃

薯生产技术水平。从乡镇、农业部门和订单企业选

派专业技术人员，组建马铃薯产业服务队，分片包

干开展全程服务，健全完善马铃薯产业基地一体化

服务机制，提高基地建设的标准化和专业化水平。
依托县、乡信息网络资源，建立集政策咨询、信息

收集发布、市场分析预测、供求服务为一体的民乐

县马铃薯产业网，为产业发展提供信息服务。根据

产业发展需要，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引导生产、
加工、销售、科研等各方面的单位和个人联合成立

行业协会，把生产与科研、经营与市场、企业与农

户等多个方面联系在一起，发挥协会在生产、加

工、贮运、销售及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的积极作

用，进一步规范行业生产经营行为，推动产业组织

体系升级。
3.6 制定优惠政策助推马铃薯产业发展

民乐县马铃薯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全县上下

的共同努力，更需要上级科技、技术、资金等方

面的政策助推，特别是对于民乐县这样的财政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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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县和马铃薯产业大县，在资金上要给予大力的扶

持。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完善资金补助、
贷款贴息、贷款担保等政策体系，健全财税补贴政

策，充分发挥农业补贴政策的导向和支持作用。金

融机构要对机制优、效益好、带动力强的加工龙头

企业加大放贷力度，要拓宽渠道吸引更多的社会资

金投向优势企业和优势产品，最终形成政府调控、
市场引导、企业实践、公众参与的多渠道投资机制。
进一步完善项目支持、良种补贴、灌溉保障、农机

具补贴和信贷投入等马铃薯种植优惠政策，解决好

种薯供应、农机具投入、资金投入等方面的问题，

支持农户扩大马铃薯种植面积[3]。
民乐县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把马铃薯

产业作为战略性主导产业，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带动

产业发展的作用，按照“种植规模化、品种专用化、

生产标准化、经营产业化和加工精深化”的发展要

求，做大、做优，不断提高基地良种供应率、产量

和商品率，延长产业链，拓宽产业幅，增强加工企

业的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提升产业效益，将民

乐县建成全国一流的马铃薯脱毒种薯扩繁基地、商

品薯生产基地、马铃薯精深加工基地、外向型农业

出口创汇示范基地和马铃薯生产机械化示范县，实

现产业的最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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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tato industry development is slow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due to the low yield per unit area and the
outdated techniques for cultivation and management. In this paper, some measures were proposed to modernize the potato
production,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potato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potato industry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i.e. the extension of certified seeds, farmers' training and technique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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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黑龙江省马铃薯由于单产水平不高，耕作栽培管理原始粗放，导致马铃薯生产发展停滞不前。因此，加

大力度普及优质种薯，鼓励高品质种薯的大面积种植，加强科技培训和技术指导，真正实现马铃薯种植的现代化，可以

进一步提高黑龙江省马铃薯产业的竞争力，快速推动黑龙江省马铃薯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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