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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宁县是马铃薯种植大县，马铃薯是当地农民

增产、增收的优势农作物。近年来，县委、县政府

立足当地资源，发展特色经济，将马铃薯作为富民

强县、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狠抓产、加、销

各环节的工作，马铃薯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

1 马铃薯生产现状

1.1 种植面积迅速扩大，产值提高

2003 年前，全县马铃薯种植面积一直稳定在

2 万 hm2 左右，总产量在 25 万 t 左右。2003 年开

始，通过引导和扶持，马铃薯种植面积迅速扩大。
近几年，种植面积已达到和稳定在 6.6 万 hm2 以

上， 2008 年马铃薯种植面积达到 7.22 万 hm2，总

产量达到 143 万 t。马铃薯产业总产值达到 9.02 亿

元，其中种植总产值 5.72 亿元，加工运销产值 3.3
亿元，成为全国马铃薯生产大县之一。
1.2 优良品种应用率提高，单产增加

会宁县特别重视马铃薯生产用种的改良、更新

更换代，每年都整合项目，筹措资金，调进适合本

县种植的优质高产品种繁殖推广。经多年努力，初

步扭转了长期以来马铃薯品种混杂退化严重的局

面，马铃薯单产和品质明显提高。目前旱山区种植

的主要品种有陇薯 3 号、大白花、新大坪、青薯

168、陇薯 6 号等。良种应用率达到 60%，每公顷

平均产量由以前的 6~15 t；提高到 20 t，水川区种

植品种为克新 6 号、大西洋、LK99 等。良种应用

率达到100%，每公顷平均产量达到 33.2 t。
1.3 企业加工能力增强

目前，全县已建成马铃薯淀粉加工企业 20 家，

家庭作坊式的粉条、粉丝、粉皮生产 1 000 多户，

年总加工能力 10 万 t，年可加工转化鲜薯 60 万 t，
其中省级龙头企业祁连雪淀粉工贸公司年精淀粉加

工能力为 3 万 t，精王淀粉工贸公司年精淀粉加工

能力为 1.5 万 t。具有强大的龙头带动作用。
1.4 销售渠道不断拓宽

为了促进马铃薯销路畅通，确保农民的种植效

益，会宁县建成县城开发区和平头川两大马铃薯专

业市场，组建成立了会宁县马铃薯产业协会，马铃

薯专业协会和合作社达到 29 家，依托市场和协会，

培育和扶持了一批从事马铃薯营销的专业大户和经

纪人。马铃薯商品薯除县内企业加工外，大量流通

到国内各地蔬菜市场，其中专用薯大西洋、LK99
销往海外市场，年马铃薯外销量 40 万 t 左右。

2 马铃薯产业存在的问题

2.1 种薯繁育推广体系不健全

会宁是马铃薯种植大县，但由于缺乏健全的马

铃薯脱毒种薯繁育和供种体系，全县每年都要从周

边地区外调大量的种薯，费用高，质量难以保证，

致使全县马铃薯品种混杂退化严重的局面得不到彻

底改变，制约马铃薯产量和品质的提高，直接影响

农户的种植效益。
2.2 马铃薯栽培水平比较落后

会宁县马铃薯栽培仍以传统的栽培方式为主，

生产耕作粗放，施肥不科学，对田间管理、病虫害

防治不够重视，直接造成马铃薯产量、品质下降，

导致种植效益低。特别是马铃薯标准化生产和基地

认证滞后，产品市场知名度不高，竞争力弱。
2.3 加工企业产品单一

马铃薯加工企业仅局限于粗淀粉、精淀粉加

工，且大多数加工企业的设施设备落后，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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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低，效益不高。而附加值高、增值空间大的休

闲食品、全粉、变性淀粉等深加工企业空白，大西

洋等优质原料薯无法实现就地加工，增值空间狭

窄，严重制约着产业向更深层次的发展。
2.4 市场营销体系不健全

县城开发区和平头川两个马铃薯专业市场，规

模小，基础条件差，信息体系未建立，还没有实现

与终端市场的有效对接，不能承载全县马铃薯商品

的流通；全县 29 家马铃薯农民合作组织，刚开始

运转，运行不够规范，还没有起到联结农户和稳定

市场的作用，农民一直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抵御

市场风险能力差。
2.5 贮藏设施落后

会宁县广大农户的贮藏设施还是计划经济时代

的直立式土窖，贮量小，烂窖严重，马铃薯大量收

获后，农户急于上市出售，造成上市时间和数量过

于集中，不但给企业加工、市场外销、交通运输造

成很大压力，而且价格上不去，无法实现贮藏升值，

供求失衡。

3 发展对策

3.1 建立健全脱毒种薯繁育和供给体系

优质脱毒种薯的应用，是解决马铃薯品种混杂

退化的根本途径，增强市场竞争力的基础。位于农

业科技示范园区的祁连雪薯业公司，已建成了脱毒

苗快繁中心和原原种生产基地，年可生产原原种

300万粒，我们要进一步组织马铃薯协会和合作社

参股融资，联合成立马铃薯种业集团总公司，指导

公司建立完善的原原种、原种、一级种薯繁育和供

给体系，同时争取和整合资金，对各级繁育基地实

行良种补贴。通过公司的规范化运作、订单式生

产，生产合格种薯，逐步实现全县马铃薯用种统一

生产，统一收购，统一贮藏，统一供给，确保马铃

薯种植对优质脱毒种薯的需求，彻底解决马铃薯品

种混杂退化严重的局面，大幅度提高马铃薯的产量

和质量。
3.2 实行标准化生产，打造名优品牌

紧紧抓住县域内无工业污染、化肥、农药施用

量轻，土壤无“三高”物质残留的优势，制订马铃薯

标准化生产实施方案，加强科技培训和服务，提高

劳动者的科技素质，指导农民实行标准化生产，提

高马铃薯的综合生产水平；同时积极争取国家绿

色、无公害农产品产地和产品认证，注册商标，打

造名优品牌，利用品牌效益，带动马铃薯生产上规

模、上档次发展。
3.3 培育和壮大龙头企业，增强龙头带动力

通过资产重组和技术改造，淘汰年设计能力

2 000 t 以下的各类小型淀粉加工企业，建立 4~5
家工艺设备先进，生产能力在 10 000 t 以上的大中

型精淀粉加工龙头企业，以节约资源，降低能耗，

提高产品的质量档次，提高效益。同时通过招商引

资和现有企业改扩建，新建 2~3 家高档休闲食品、
全粉、淀粉系列产品转化等深加工企业，增加产品

附加值，提高马铃薯加工水平，延长产业链条，促

进产业升级。
3.4 加强营销体系建设，促进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1）加强市场体系建设。市场是农业经济发展

的窗口，是农产品流通的主要渠道。我们要依托国

道312 线，在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立集马铃薯购

销、贮藏、运输、信息服务于一体的全县马铃薯中

心市场；在国道 309 线，省道 207 线、郭馋公路等

公路沿线建立大中型马铃薯专业市场，通过完善的

市场体系和强大的公路运输网络，为广大农户、客

商、企业提供一流的交易平台，促进商品薯的销

售。同时，要积极研究开发终端市场，减少中间环

节，降低流通和交易成本，提高农户的种植效益。
（2）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民协会下联农

户，上联企业和市场，是服务产业、促进产业发展

的有效载体。我们要积极引导和扶持现有协会或合

作社正常运转，同时继续鼓励和指导农民发展合作

经济组织，使更多的农户参合受益；要以县马铃薯

协会为龙头，将所有合作组织凝结成一个有机的整

体，组织农户、企业有序进入市场，实行“企业+
协会+农户”、“企业十协会＋基地＋农户”和“协会＋
基地＋农户”等形式的订单生产，提高和稳定市场

价格，降低和抵御市场风险。
（3）加强贮藏设施建设，实现贮藏增值，加大

力度引导和扶持马铃薯贮藏窖建设，以普通农户建

设5~10 t、大户建设 30~50 t、合作社和企业建设

100~1 000 t 三个层次的贮藏窖相结合，形成农户分

散贮藏、合作社和企业集中贮藏的体系，通过贮藏

达到旺吞淡吐，均衡上市，缓解集中上市的压力，

解决淡季市场无商品，企业无原料生产的局面，延

长市场供应和企业生产周期，实现农企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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