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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吉县马铃薯产业发展的优势分析

1.1 自然条件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西吉县土质条件的优势 : 土壤类型以黄绵土、

黑垆土为主 , 土层深厚 , 土壤结构好 , 土质疏松 ,

透气性好 , 有机质含量 0.4%~3.33%, 平均含量为

l%, 速效氮 30~50 mg·kg- 1, 速效磷 5~10 mg·kg- 1,

速效钾 130~180 mg·kg- 1, pH 值 6.1~7.0 之间 , 适

应马铃薯生长发育。

气候条件的优势: 西吉县属大陆性半干旱季风

气候 , 年均气温 5℃至 7℃, 昼夜温差大。年均降

水量 468 mm, 其中降水量在 400 mm 以下的地区

约占全市的四分之一 , 降水分布冬、春季少 , 夏、

秋季多的特点。年日照时数 2 500 h。海拔高、气

候冷凉、风速大、蚜虫少 ; 雨热同季、降雨适中、

真细菌发病轻, 是自然形成的传统种薯基地和商品

薯生产集散地。

流通领域优势: 固原市境内有纵贯南北的宝中

铁路 , 101、109 和 211 等多条国道、省道纵横全

市五县一区, 尤其是西吉县, 位于陕、甘、宁交界

的三角地带, 距西安、兰州、银川均为等距离 300

km, 铁路、公路四通八达 , 运输方便 , 商品薯及

马铃薯加工产品当日便可直运西部的三大都市。和

我国北方马铃薯主产区东北、内蒙古自治区及甘

肃、青海相比, 西吉县具有靠近长江和南方市场、

运输距离短等优势。

1.2 马铃薯的种植规模有优势

西 吉 县 由“ 八 五 ”期 间 的 1.03 万 hm2 上 升 到

“九五”末的 3.33 万 hm2。进入“十五”时期, 全县马

铃薯种植稳定在 3.67 万 hm2 左右 , 占宁夏马铃薯

种植面积的 1/3, 总产 70 多万 t, 成为全区马铃薯

种植面积和总产第一大县。2006 年 , 全县种植马

铃薯 7.56 万 hm2, 占宁夏马 铃 薯 种 植 面 积 的 38%

以上, 总产在 179 万 t 以上, 种植规模是“八五”末

的 7.34 倍 , 增 长 634%, 是“ 九 五 ”末 的 2.27 倍 ,

增长 127%。以县域为单位 , 西吉已成为全国马铃

薯种植面积最大的县。

1.3 马铃薯种薯脱毒繁育基地规模不断扩大

成立了马铃薯科研机构, 新建了马铃薯脱毒中

心。十五期间, 累计生产原原种 2 230 万粒, 建立

原 种 繁 育 田 120 hm2, 一 级 种 生 产 基 地 3 333.33

hm2, 累计推广脱毒薯 8 万 hm2。初步建立了马铃

薯脱毒繁育与推广体系, 即由县脱毒中心生产原原

种, 火石寨、白城等高海拔、冷凉阴湿、病毒传播

少、天然隔离条件好的地区繁殖原种及一级种, 在

全县推广应用脱毒薯。在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种薯

“1+1”脱毒繁育与推广模式 , 达到就地繁殖 , 就地

贮藏, 就地应用, 组织串换。不到 5 年时间, 使优

质脱毒专用薯的推广面积达到 3.33 多万 hm2。

1.4 龙头企业加工转化能力不断提高

西吉县马铃薯加工业现已形成大、中、小多元

加工结构。其中宁夏佳立淀粉有限公司是目前全县

最大的马铃薯淀粉生产企业, 具备年生产马铃薯精

淀粉 6 万 t、全粉 0.5 万 t、预糊化淀粉 3 万 t, 加

工转化马铃薯 40 万 t 的生产能力。生产的“银鸥”

牌淀粉产品已成为中国马铃薯淀粉品牌, 除畅销全

国各地外 , 还向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出口。

除大型加工企业外, 全县已建成民营、个体私营淀

粉生产企业 100 多家 , “三粉”加工重点户 1800 多

家 。 年 设 计 淀 粉 生 产 能 力 约 10 万 t、 粗 淀 粉 约 4

万 t、全粉约 0.5 万 t、“三粉”约 3.5 万 t 以上。

1.5 马铃薯的市场销售体系不断完善

随着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 西吉县已经形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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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全县 19 个乡镇 306 个行政村的销售服务点 , 外

联广州、内蒙、河南、重庆、浙江等 10 多个省市

的“内联外引”的马铃薯销售市场服务体系。同时 ,

因受气候特点和土壤土质条件的综合影响因素, 全

县 生 产 出 的“ 青 薯 168”菜 用 型 马 铃 薯 , 因 其 芽 眼

小, 淀粉含量低, 菜用脆而不糊, 很受外地客商的

青睐。

2 对策建议

2.1 以市场为导向, 促进产业健康发展

根据全县各乡( 镇) 不同的气温、土壤、降雨、

海拔等方面的差异, 科学制定做大做强马铃薯产业

发展的区域规划 , 围绕全县整体发展目标 , 有计

划 , 有重点的分类指导 , 整体推进。以市场为导

向 , 本着结构调优、品质调高、机制调活的原则 ,

有重点、有步骤地调整优化马铃薯产业结构, 发挥

区域优势, 加快优质马铃薯基地建设, 积极发展马

铃薯产业带动下的其他二、三产业, 提高马铃薯产

业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

载力, 在现有种植基地规模、加工规模的基础上 ,

突出抓好和完善原原种、原种繁育体系、病虫害防

治体系建设, 着力研究开发产品市场信息体系、加

工、销售体系,做好治污环保措施 , 注重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

2.2 推进龙头企业集群化

围绕马铃薯主导产业 , 形成一批 上 下 关 联 度

高、联系紧密的龙头企业集群 , 把龙头企业做多、

做大、做强。其主要途径 , 一是通过招商引资做

多龙头企业。瞄准国内产业化优强企业和知名品

牌 , 千方百计引进一批国家级龙头企业来我县落

户 , 形成“大树成林”的集群效应。二是通过企业

联合做大龙头企业。对全县的马铃薯加工龙头企

业 , 实行资金联合、技术联合、品牌整合 , 努力

建设同行业内加工龙头“航空母舰”, 减少“内耗”,

实现多赢。按照技术水平、企业规模、加工能力

的不同, 围绕业内骨干龙头企业 , 搞好分工合作 ,

协调配合 , 上下衔接和产品粗、精、深加工梯度

对接, 延升产业链条 , 提高对产品的加工利用率 ,

形成系列产品。

2.3 推进基地建设规模化

根据西吉县的土地资源特点 , 可分区域建立 3

个 3.33 万 hm2 共计 10 万 hm2 的马铃薯生产基地。

以川道区为重点建立 3.33 万 hm2 淀粉加工型生产

基地; 以西部黄土丘陵区为重点, 建立 3.33 万 hm2

外销型鲜薯生产基地; 以东部土石山区为重点, 建

立 3.23 万 hm2 优质脱毒薯繁育生产基地。在具体

措施上 , 一是通过树立品牌理念 , 实施品牌战略 ,

以品牌效应赢得市场, 让基地规模在市场的拉动下

做大。二是严格产品标准。把“标准化生产”作为重

要内容, 以完善质量标准体系、检验检测体系和认

证认定体系为主要任务以开发“无公害、绿色食品、

有机食品”为建设目标。按照国际农产品质量标准

和规范来组织基地生产 , 做到统一供种、统一供

药、统一技术、统一防疫、统一收购, 确保农产品

的质量安全。同时, 要加大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力

度和农业投入品安全管理力度, 从根本上杜绝农产

品的有毒有害物质污染, 从源头上把好农产品质量

安全关。三是创新基地建设机制。进一步引导农

民、企业转变观念, 逐步将基地建设机制从政府行

为为主变成企业行为和市场调节为主, 推行订单种

植, 通过市场运作方式由龙头企业和市场促进基地

建设规模化。

2.4 完善机制, 加强对马铃薯产业的组织领导

加强对马铃薯产业的组织领导, 在全县形成大

家集中力量抓规模、上水平的工作氛围。县委、政府

要成立做大做强马铃薯产业工作领导小组, 设立马铃

薯产业化办公室, 制定一套工作机制, 集中精力抓好

对马铃薯产业的领导、指导、协调工作。各乡( 镇) 、

县直有关部门( 单位) 也要根据工作需要, 成立相应的

工作机构, 经常研究制定具体的规划和相应的配套措

施。县委政研室、农牧局、发展和改革局、县佳立淀

粉有限公司等部门( 企业) , 要认真调研, 配套制定中

小企业产业发展、马铃薯产品促销、科技服务、马铃

薯小型企业信贷担保、发展马铃薯产业的具体激励政

策、引进人才激励政策等实施意见和办法。要将做大

做强马铃薯产业的各项目标任务、工作进展情况列入

年度目标责任考核, 严格责任制, 严格考核制, 切实

推动马铃薯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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