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

随着商品农业的发展和马铃薯加工业的兴起，西吉

县立足县情，遵循自然、市场规律，按照发展区域

主导产业的要求，把推进马铃薯产业化发展作为农

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带动县域经济

发展的第一大产业来抓，积极推进马铃薯产业开发

战略，大力实施“马铃薯产业”工程，使西吉马铃薯

产业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以种植、加

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在县域经济发展中产生

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1 发展现状

1.1 基地建设规模逐步扩大

按照因地制宜、相对集中、规模经营的原则，

西吉县狠抓马铃薯基地建设，大力扶持发展马铃薯

种植专业乡、专业村、专业户。通过示范、带动和

辐射，全县马铃薯种植面积由 2001 年的 3.79 万

hm2 扩大到 2006 年的 7.56 万 hm2，总产由 46.1 万t
提高到 135 万 t，成为全国马铃薯种植第一大县。
2007 年，全县马铃薯种植面扩大到 8.35 hm2，总

产提高到了 160 万 t，基地建设规模达到预定目标，

集约化、标准化、订单化生产水平大幅度提高，这

标志着西吉马铃薯产业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

阶段。
1.2 种薯繁育水平逐步提高

西吉县于 2002 年在宁夏率先提出了马铃薯脱

毒种薯“1+1”（政府+农户）繁育推广模式，年内生

产马铃薯脱毒原原种180 万粒。2003 年，兴建了集

优良品种选育、脱毒种薯繁育、高产栽培、保鲜贮

藏等技术研究开发于一体的西吉县马铃薯高新科技

示范园区，提出了“四位一体、一步到位”的种薯繁

育模式，初步形成了县有繁育中心，乡有繁育基

地，村有扩繁点，组有良种示范户的四级良繁体

系，有效提高了脱毒种薯推广速度。至 2007 年，

全县生产切段扩繁脱毒基础苗 300 万株，生产马

铃薯脱毒原原种1 020 万粒，建立脱毒原种繁育生

产基地 66.7 hm2，一级种繁育生产基地 0.18 hm2，

优质专用薯生产基地 4.08 万 hm2，绿色标准化生产

基地 2.33 万 hm2，培育推出了“西吉脱毒薯”品牌，

脱毒薯生产能力位居全国之首。2006 年，“西吉县

绿色商品薯”通过国家工商总局商标注册，西吉县

马铃薯生产基地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绿色食品（马

铃薯）标准化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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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县重点发展粮菜兼用型商品薯和种薯生产基地。
3.8 实行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种植

按照国家无公害农产品的标准和质量要求，制

定出马铃薯产品质量标准及相应的栽培技术规程，

将农户组织起来，建立对整个种植具有约束的标准

化技术体系与质量管理体系，进行标准化生产、规

模化经营。以发展“一村一品”为契机，坚持集中连

片，整齐规划，建成一批专业乡和专业村，进行统

一供种、统一技术指导，采用先进的栽培技术，专

业化生产，做到播种、施肥、田间管理、病虫防

治、收获储藏等各个生产环节操作统一标准。并对

农民进行必要的技术培训，以确保马铃薯产品质量

优质安全。通过增加科技含量，不断提高产品质

量，从而提高知名度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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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加工转化能力不断增强

纵观西吉马铃薯加工业发展过程，加工主体经

历了由个体手工作坊——国有、集体、个体——民

营、私营、个体的转变，产品也由手工作坊生产的

粗淀粉、粉条逐步走向了精淀粉、全粉、变性淀

粉、预糊化淀粉、酒精和马铃薯休闲食品，生产工

艺先后经历了几十次的改进和变革。2004年，西吉

县对傻傻（集团）公司进行全面改制，2007 年，引

进宁夏佳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现了对傻傻（集

团）公司有效资产的整体收购。当年，宁夏佳立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共收购鲜薯5 万 t，生产精淀粉

4 000 t、全粉 1 200 t，实现工业产值 1.28 亿元，

被国家商务部确定为全国百家大型农产品流通企

业。生产实践中，西吉马铃薯加工企业形成了自己

独有的淀粉漂白、脉冲气流干燥、提高锉机系数、
离心法与全旋流相结合的工艺设计改造专业技术，

有效保证了马铃薯淀粉产品的质量。
据统计资料显示，西吉马铃薯加工企业和重点

加工户 2007 年发展到 2 070 家，年加工鲜薯能力

达80 万 t 以上，生产精淀粉 12 万 t，全粉 5 000 t，
粗淀粉 4 万 t，有效促进了马铃薯加工业的快速发

展。同时，培育打造出了“银鸥牌”淀粉等一批在国

内外叫响的知名品牌，使西吉马铃薯加工业步入了

系列化、规模化、效益化的发展阶段。
1.4 科技支撑水平有效提升

近年来，在广大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新品

种选育、茎尖剥离、切段扩繁、微型薯生产等马铃

薯繁育技术得到空前的突破。先后试验筛选出了淀

粉加工型品种 3 个（陇薯 6号、L9810-18、晋 90-
7-23），食品加工型苗头品种 3 个（90-2-10、02-
A、鄂95P3-3），早熟菜用型苗头品种 3 个 （宁薯

10 号、9808-1、底西瑞），晚熟外销型苗头品种 2
个（系薯 1 号、会川高选）等一批优良品种，并得到

了大面积的推广种植。2005 年，西吉培育出的宁

薯 8 号、宁薯 9 号、青薯 168 号等获得国家无公害

农产品认证。2006 年，正式组建成立了宁夏马铃

薯工程科技研究中心，通过加强与中国农科院等科

研机构的技术合作与交流，聘请国内外专家指导，

马铃薯良种良法配套栽培、病虫害防治、窖藏保

鲜、品质分析等技术得到了全面推广应用。主攻不

同种植方式脱毒薯退化、马铃薯主要病毒类型、播

种、灌溉、病虫害防治、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为

规划和建设标准化种薯繁育基地、提高单产、提升

“四位一体”种薯繁育体系和基地建设监测检验提供

了科学依据。
1.5 信息服务体系日益完善

2004 年，启动设立了宁夏西吉县马铃薯产业

网站和宁夏农业科技“110”西吉服务中心，在各乡

镇设立马铃薯信息中心，聘请了村级马铃薯信息服

务员，建起了网络查询、电话咨询、专家咨询三大

平台，将信息服务延伸到全县 19 个乡镇和马铃薯

重点加工企业、销售大户，县、乡、村三级信息网

络体系初步形成。按照“家家建窖、户户贮藏、规

模经营”的思路，积极引导农民运用窖藏技术，打

时间差外运销售，并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2007
年，窖藏能力达 60万 t，有效拓展了农民增收渠

道。自 1995 年起，组织成立了“宁夏西吉县马铃薯

外运销售协会”，采取能人带动、市场拉动、政府

推动措施和加工、外销" 两条腿走路" 的方法，形

成了宁夏最早、规模最大的马铃薯鲜薯外销市场和

集散地，鲜薯远销东南亚等国，走出了国门，赚到

了外汇，带动了当地及周边地区马铃薯产业的发

展。2007 年，全县共有马铃薯专业合作社308 个，

拥有固定资产 50.2 万元，社员15 391 人，注册成

立了 42 个马铃薯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培育农民经

纪人 200 多名，带动农户24 767 户，年经营收入

1 094 万元，年创利润 293.5万元。2005 年、2006
年分别成功举办了“首届宁夏固原马铃薯节”、“中

国西部（宁夏·固原）马铃薯节”，为西吉马铃薯走出

宁夏，走遍全国，走向世界提供了大好商机。
1.6 优势主导产业地位形成

近年来，西吉县农民人均马铃薯产业收入不断

增长，2001 年为 110元，2007 年提高到 650 元，

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30%，2007 年比 2001 年农民

收入增加了540 元。随着马铃薯种植面积的不断扩

大，加工销售能力的不断提高，鲜薯外销市场的不

断成熟，西吉县农民人均马铃薯产业收入占农民人

均纯收入的比重不断扩大，西吉马铃薯产业区域特

色优势地位与块状经济雏形基本形成。

2 存在的问题

2.1 基地建设科技水平较低

随着基地规模的不断扩大，机械化、标准化、
无公害化种植作业难度不断增加，由于种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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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质量监测等技术相对滞

后，建设、科研资金短缺，加之大面积的重茬种

植，致使脱毒薯退化加快、土壤性质改变，给基地

建设造成了一定的难度。
2.2 企业、产品竞争力不强

以淀粉加工为龙头的企业由于受市场、资金、
管理等方面的影响，生产水平、技术装备、产品档

次、规模效益徘徊不前，产业链条短，经济效益

低、带动能力差、市场驾驭力弱。私营、民营“三

粉”加工品牌杂乱，无统一质量标准和质量监管机

构，多数企业只是进行初级产品的加工，结构单一

粗放，附加值低。
2.3 产业机制运行不够完善

目前，马铃薯产业初步形成“种植生产———加

工转化———市场销售”的产业开发链条，但因生

产、加工、销售等各环节缺乏有效服务而导致脱

节，企业、基地、农户之间尚未形成真正的利益共

同体。
2.4 信息服务体系相对滞后

已建成信息网络体系由于管理、运行体制等的

不够完善，没有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企

业、农户三者之间的关系尚未理顺，产前、产中、
产后服务不够健全；外销体系没有形成集团作战的

能力，丰年出现马铃薯销售难问题；鲜薯贮藏技术

还没有得到大量推广应用，不但分散、规模小，而

且贮藏损失大，转运成本高，很难适应大规模生产

的需要。

3 发展思路与对策

3.1 加大科技投入，努力提升基地水平

基地是产业发展的根本。要依据区域性产业结

构合理布局的要求，在巩固稳定淀粉加工型、鲜薯

外销型、种薯繁育型三大现有基地规模的基础上，

按照建设良种化、脱毒化、专用化、标准化、机械

化、无公害化优质生产基地的目标，加强对外技术

交流合作，推进产研同步发展，加大科技投入，积

极研究推广实用高产栽培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治技

术，重点解决重茬种植、测土配方施肥、质量检

测、田间管理等问题，着力提高单产，提升质量，

扩大总量，提高基地建设水平。
3.2 培育龙头企业，努力延长产业链条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是带动产业优化升级

的主导力量。根据现状，突出重点，加大扶持，集

中力量，对现有规模以上企业资源进行彻底优化整

合重组，精心培育一批工艺先进、产业关联度高、
产品链条长、竞争力强的大型龙头支柱企业，并积

极引导扶持使其向集团化方向发展。同时，要按照

“专、精、新、特”的要求，积极引导规模以下企业

上档升级，培育一批“小巨人”企业。在产业升级

上，首先要重点发展优质薯精淀粉、专用薯全粉和

高档休闲食品加工技术，积极探索向食品、纺织、
造纸、建材、医药、化工等领域延展，寻找增值空

间，开发高精尖产品，增强产业效益。
3.3 完善市场机制，努力提升服务水平

市场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媒介和交流载体。要坚

持大中小市场相结合、综合市场与专业市场相结

合、批发市场与零售市场相结合，原产品市场与加

工品市场相结合、产地市场与国内、国际市场相结

合的原则，引进先进管理体制，推行市场竞争机

制。要按照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大力发展马铃薯种

植、加工、销售、窖藏、运输等专业合作组织（协

会）和中介服务组织，走“企业＋中介组织＋农户”、
“企业＋农户”、“中介组织＋农户”发展模式。大力

发展订单生产，建立起企业、中介组织和农户之间

的有效合作机制，保护农户利益，促进企业、市场

发展，实现利益共盈。加快研究、推广、普及马铃

薯窖藏保鲜技术，实现反季节销售，提高附加值。
加快推进加工生产企业废水、废渣循环利用科研课

题研究与利用，提高生产资料利用率，保护环境，

提升经济社会综合效益。健全信息服务体系，为企

业和农户提供准确的市场、技术信息，引导企业和

农民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
3.4 争创品牌，努力提升市场竞争力

品牌就是形象，就是效益。要大力实施品牌战

略，在精心打造提升“银鸥牌”淀粉、“西吉绿色商品

薯”、“西吉脱毒薯”等现有品牌的基础上，积极鼓励

引导企业开发新品牌，创造新价值。同时，要积极

引导企业严格规范品种、生产技术、加工工艺、产

品质量标准和检测程序，统一商标、统一包装、统

一价格，确保品牌产品质量，使西吉马铃薯及其精

深加工产品成为国内外市场上适销对路的名牌产品。
并要借助各种媒体和多种方式，积极宣传西吉马铃

薯产业具有的独特优势和发展前景，提升西吉马铃

薯市场竞争力，推进西吉马铃薯产业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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