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泽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乌蒙山主峰南麓，

全 县 实 有 耕 地 面 积 10.5 万 hm2， 山 区 面 积 在

97.3%。大部分集中在海拔 2 300 m 以上的地区，

气候冷凉，生态环境良好，与马铃薯原产地气候条

件十分接近，传毒昆虫少，迁飞不易，具有适宜马

铃薯生长的良好自然条件，是生产脱毒种薯、优质

商品薯的理想之地。当地马铃薯种植历史悠久，种

植规模大、产量高、品质好，为云南省马铃薯种苗

快繁、脱毒种薯生产和优质商品薯生产基地县。

1 会泽马铃薯发展现状

2004 年全县马铃薯种植 2.352 万hm2；2005 年完

成马铃薯种植面积 2.909 万hm2，总产达87.93 万 t；
2006 年，全县马铃薯种植面积 2.91 万hm2，总产

87.93 万t，实现产值4 亿元，居全省第二位，形成

了“百亩同行、千亩同种、万亩连片”的规模化生产

格局；2007 年，全县马铃薯种植面积3.198 万hm2，

其中大春马铃薯 2.815 万 hm2，小春马铃薯0.383 万

hm2。
同时，通过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和国家农业

标准化示范区建设项目的实施，会泽县农技中心建

成了在省内首屈一指的具备年产组培苗 100 万苗、
原原种 150 万粒能力的马铃薯种薯繁育中心，把五

星、驾车、大桥、火红、金钟等乡（镇）建成了国家

级脱毒马铃薯种薯标准化示范区。
另外，继成功选育出云南省主栽品种“会-2

号”、“合作 88 号”之后，会泽县农技中心选育并推

广了“合作 001”、“合作 002”、“合作 003”等新品

种，建成了可年产 100 万株脱毒组培苗、300 万粒

原原种的马铃薯繁育中心，建成了 6 700 hm2 的国

家级马铃薯脱毒种菌标准化示范区，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绩。

2 制约会泽马铃薯发展的因素

2.1 没有龙头企业，产品只能以原料销售为主

2006 年产鲜薯优质马铃薯总产 87.93 万 t，实

现产值 4 亿元仅销售种薯、商品薯 57.15 万 t，按

总产鲜种薯、商品薯 65%计算，还有 30.78 万 t 马

铃薯得不到加工增值。
2.2 市场体系不健全，优质不优价

一是市场与生产两者结合不紧密，需要什么、
生产什么的问题没有较好解决，订单农业还是一个

待开发的问题；二是缺乏一个功能齐全的马铃薯批

发市场，买难卖难的情况仍然存在，包装适应不了

远距离的调运；三是由于市场发育不健全，体现不

了优质优价的商品经济规律。
2.3 科技体系落后

在马铃薯科研上，一是受地域的限制，走出

去、请进来的科技协作不够；二是信息闭塞，对市

场及加工企业需要什么质量的品种、马铃薯新技术

发展的现状及趋势如何等了解不够；三是科技人员

技术更新、技术提高不够，适应不了发展的需要。
2.4 产业资金投入不足

主要表现在：一是缺乏新品种选育、引进和示

范推广经费；二是缺乏市场开拓、市场建立的经

费；三是以技术更新、商品市场信息、市场流通为

主的产业综合服务跟不上发展的需要。

3 做大做强会泽马铃薯产业的对策

3.1 强化认识，推进会泽马铃薯产业的发展

强化认识，创新理念，从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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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高度来推进会泽马铃薯战略的实施。马铃薯是

山区的传统产业和支柱产业，是事关解决山区的农

民发展致富的问题。不应该仅仅把马铃薯产业的发

展，马铃薯产业化的推进，看作一个单一的农作

物，单一的产业，而是要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统筹

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理念，站在全局的高度，来认识

产业的发展。
3.2 强化培训，努力推进农业标准化进程

实施农业标准化的主体是广大的生产者和经营

者，针对目前会泽农业标准化工作基础薄弱，农民

标准化观念不强、认识较浅的实际，必须加强农业

标准化知识和质量管理技能的培训工作。提高他们

的标准化意识和标准化操作技能。
一是要做好农业系统管理人员、技术推广人员

的培训工作，全面普及质量管理知识、标准化知

识，提高从业人员素质，有效指导农业标准化工作

的开展。二是采取多种形式把农业标准化知识送到

千家万户。要充分利用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等渠道，

结合农民“绿证”培训和“科技入户工程”等活动，对

广大农民进行农业标准化知识和技术的培训，通过

卡片、技术手册等方式把农业标准细化成简便可行

的操作技术规程送到农民手中，让农民看得懂、用

得上。三是加强与各级各类农业科研单位、院校的

合作与交流，丰富农业标准化系统管理知识，培养

更多的农业标准化管理人才。四是《马铃薯茎尖脱

毒技术规程》等项规程在专家组审查和验收正式发

布实施后，各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标准加大实施力

度，争取会泽县的马铃薯生产都能按标准进行实

施。
3.3 强化基地，推进会泽马铃薯产业工程的实施

强化基地建设，壮大马铃薯产业，以现代农业

的发展理念来推进会泽马铃薯产业化工程的实施。
要重新构建马铃薯产业，进一步调整马铃薯产业的

区域布局，实现马铃薯产业的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

的最佳配置，把马铃薯产业培育成会泽特别是山区

最具优势的绿色特色产业。因此，要围绕市场对区

域结构、区域布局作进一步的调整，由过去传统

型、食用型结构向商品型、加工型进行调整，把会

泽建设成为马铃薯产量大、质量优的加工型和商品

型为主的全省乃至全国都有一定地位的生产基地。
要围绕强基地，壮产业来进一步把马铃薯产业做强

做大。

3.4 强化龙头，实现马铃薯生产与销售市场对接

要把会泽的马铃薯发展成为继烤烟之后的又一

个农民增收，成为区域生产发展缺不得、少不得的

支柱产业。我们必须按照抓工业的方法，树立抓工

业的理念，谋产业化发展的步子。一是要大力扶持

各类加工企业的发展，把现在以产品为主的马铃薯

生产，变为以商品和工业原料为主的产业。二是要

继续大力发展各种营销组织和营销大户，把马铃薯

发展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绿色商品，实现马铃薯生

产与销售市场的对接。
3.5 强化科技，推进马铃薯产业的发展

会泽马铃薯规模的潜力、优势的潜力、市场竞

争的潜力主要还是依靠自然的传统优势。从短期来

看，这种优势还可以保持一段时间，从长远来看，

光靠自然的传统优势是不能够站稳市场。要依靠科

技，走科技、人才兴薯的路子，才是会泽马铃薯产

业化工程实施的基础，也是必由之路。
在提高马铃薯产业化方面，主要做以下几个方

面的工作：一是要把良种的选育、良繁、推广作为

基础，尽快的按照适应市场的需求、加工的需求来

实现优良品种的更新换代，要逐步改变会泽现有马

铃薯品种的多、乱、杂局面，大力的推广加工型、
菜用型品种。其次，要把马铃薯的规范化生产，适

用措施的落实作为科技兴薯的关键来抓，提高马铃

薯的产量，提高马铃薯的质量。从全县来看，马铃

薯单产近 2 t，这个产量并不高，从质量来看，加

工型的并不多。我们应加大科技措施的落实，就是

要从品种，耕作制度和栽培技术上下功夫，就是要

强化防病害夺产量的路子。三是农业技术部门要研

究、推广马铃薯的储藏保鲜技术，要学习甘肃定西

的经验，大力推广马铃薯储藏技术，解决马铃薯的

腐烂问题。通过储藏保鲜技术的推广，提高竞争优

势，增强经济优势。
3.6 强化领导，确保马铃薯产业化实施取得明显

成效

重点抓产业，既然要把马铃薯培育成支柱产

业，必须要全面落实责任，要按照捆绑型，统筹

型的投入机制，多渠道的投入资金，增加对马铃

薯的投入。推进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光靠一个部

门来抓很难，要有相关部门支持，还要注意统筹，

就能够进一步推动会泽马铃薯产业化上一个新台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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