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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马铃薯产业发展会议上的讲话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 王国良

( 2007 年 9 月 29 日 甘肃定西)

尊敬的危朝安副部长、陆武成副省长, 同志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 农业部门和扶贫部门的同志在甘肃定西聚集一堂, 共商马铃薯产业发展大计, 这是贯彻落实胡

总书记今年初视察定西工作时提出马铃薯产业发展要切实抓好“科学种植、培育良种、市场开拓、加工增

值”和回副总理提出定西马铃薯产业发展要“有特色、有规模、有科技、有品牌”等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行

动。

这次会议由农业部举办, 邀请马铃薯主产区的 8 省( 区) 扶贫办的同志参加, 主要有两点考虑: 一是学

习、借鉴定西的做法和经验, 大力发展贫困地区的马铃薯产业; 二是探索与业务主管部门配合, 总结推进

产业化扶贫的路子。

昨天, 我和与会代表参观考察了安定区马铃薯产业从良种繁育、科技示范、基地建设到龙头企业、市

场营销等各个主要环节,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刚才, 有关省、区的同志介绍了马铃薯产业开发的做法、经

验和体会, 讲得很好, 听后很受启发, 也很受鼓舞。今天上午, 危部长还要做重要讲话, 对马铃薯产业发

展进行安排部署, 扶贫系统的同志要认真学习贯彻。

下面, 我重点从扶贫开发工作的角度就马铃薯产业发展谈一些看法, 供同志们参考。

一、统一思想, 充分认识马铃薯产业化扶贫的重要意义

马铃薯是世界和我国粮食生产的主要品种和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其气候和地理适应性较强, 种植区

域广泛, 具有耐旱、耐贫瘠、生产成本低、产量大、耐储藏、产业链条长、加工增值空间大等特点, 尤其

是贫困地区灾害频繁, 而马铃薯又具有避灾农业的特点, 因此, 马铃薯自然就成为贫困地区的主要粮食作

物。上个世纪 80、90 年代 , 扶贫办和农业部等部门共同实施的“温饱工程”, 就把马铃薯生产列为重点 ,

在全国大范围推广实施, 取得良好效果, 为解决贫困群众温饱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 从全国来讲, 虽然

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 , 但仍有少数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般年景会缺粮 1 至 2 个月 , 灾年缺粮时间

更长, 马铃薯就成为许多贫困地区不可替代的主要粮食作物。可以说, 马铃薯是我国尤其是贫困地区粮食

安全的重要保障。

大家知道, 定西曾经是“苦瘠甲于天下”的地方, 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的我国扶贫开发 , 就是发源

于定西。经过 20 多年的艰苦奋斗, 现在定西的温饱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 , 其中马铃薯生产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可见 , 在贫困地区进一步推进马铃薯生产 , 对于解决贫困人口温饱、保障粮食安全 , 十分重

要, 务必抓好、抓实。

马铃薯产业也是贫困农户增加收入的重要渠道。马铃薯适于在山区、丘陵、干旱、冷凉的地域生长 ,

而许多贫困地区具备以上的自然地理和气候特点, 因此成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较优选择。马铃薯的应用

领域日益广泛, 产业链条不断延伸, 已经从生活需求发展到常规工业、国防工业甚至高尖端技术的重要原

料, 横跨一、二、三产业, 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因此, 抓好马铃薯产业发展, 不但可以解决温饱, 而且已

成为增加贫困农户收入, 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各地要结合实际, 加强研究, 采取

切实措施, 提升科技水平 , 千方百计延长产业链条 , 增加附加值。从定西的经验介绍和参观中可以看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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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产业产值在定西的 GDP 中占到了三分之一左右; 通过马铃薯产业, 2006 年农民人均实现纯收入 436

元, 占贫困户人均纯收入 1 098 元的 39.8%, 全市有 7.4 万绝对贫困人口、25.99 万低收入贫困人口 , 实现

了解决温饱和稳定解决温饱的目标。在今年遭遇大旱、夏粮大面积绝收的情况下, 定西贫困群众的收入仍

然稳步增长。

二、精心组织, 大力推进马铃薯产业扶贫工作

产业化扶贫是当前扶贫的三项重点工作之一, 是稳定增加贫困人口收入的重要举措。现在, 各地都在

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因地制宜培育优势特色产业, 要立足当地的自然资源、条件和市场需求, 优先选择具

有适应性强、技术易学、易推广、商品率高的产业。马铃薯种植已经走过了粮食化、规模化、商品化等发

展历程, 有条件在产业化扶贫进程中率先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 努力做大做强。

第一 , 要因地制宜科学发展。定西的马铃薯产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 , 最根本的一条是做到了三个遵

循, 即遵循自然规律, 遵循经济规律, 遵循科学规律, 也就是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产业的发展。各地要学习

定西的做法和经验, 特别是要学习他们“政府扶持、科技创新、龙头带动、市场化运作”的发展思路。

第二, 要研究制定产业扶贫规划。各级扶贫部门要根据农业部即将下发的《全国马铃薯优势区域布局

规划》的总体要求 , 紧密结合整村推进、连片开发 , 制定本地马铃薯产业扶贫规划。规划明确目标任务、

年度计划、保障措施、资金投入; 要与县域经济发展和农业产业化规划相衔接, 要强调依靠科技进步。

第三, 要加大投入。支持马铃薯产业发展必须要加大投入。甘肃省和定西市为支持马铃薯产业发展 ,

近年来不断加大投入力度。甘肃省扶贫办 2001 ~ 2007 年专项安排财政扶贫资金 1 .37 亿元; 贴息引导到农

户扶贫贷款 3 300 多万。仅 2006~ 2007 两年, 安排 435 万贴息资金 , 引导 8 700 万扶贫贷款支持了 1 9 家

马铃薯加工扶贫龙头企业。为落实胡总书记的重要批示, 今年我办和财政部专项安排了 1 000 万财政扶贫

资金, 支持定西马铃薯产业。各省( 区、市) 要像甘肃和定西一样, 加大对马铃薯产业的投入, 重点用于良

种的培育、引进和产业基地建设。要充分运用财政资金贴息等手段, 引导信贷资金投入, 扶持和培育马铃

薯扶贫龙头企业发展。要把村级互助发展资金试点工作与马铃薯种植和营销结合起来, 引导和支持贫困农

户积极参与和发展马铃薯生产。

第四 , 要强化科技培训和推广。要认真学习和借鉴定西以科技为依托、狠抓良种繁育体系建设的经

验, 高度重视科技在马铃薯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充分发挥农业科技单位和科技人员的作用, 切实加强技术

培训, 通过新技术、新品种的应用, 改变过去单纯追求产量的增长方式, 提高质量和效益。

第五, 要积极培育和扶持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定西通过建立种植、运销等专业技术协会, 提高了农户

组织化程度, 增强了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能力和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 使种植马铃薯的农户

特别是贫困农户根本改变了“市场弱势群体”的地位。这些好的做法和经验, 各省扶贫办要结合贫困地区实

际认真推广。

第六, 要总结完善产业化扶贫的运行模式和机制。昨天在现场, 定西为大家展示了一个完整的马铃薯

产业链条, 以及“龙头企业 + 农户”、“专业市场 + 农户”、“中介组织 + 农户”等多种形式的产业化经营

模式。其中反映出了政府、农户、企业、中介组织等各自的位置和作用, 以及相互间的互动关系。希望各

地积极学习和研究定西的做法, 结合本地实际, 探索和完善产业扶贫工作的瞄准机制、竞争机制、激励机

制、监督机制、利益联结机制和可持续发展机制。

三、加强与农业部门的合作, 推动贫困地区马铃薯产业的发展

目前, 马铃薯产业化扶贫已经在全国贫困地区普遍开展, 取得了很大成绩, 陆续建立了一批生产基地

和良种繁育基地, 培育了许多加工、运输、储藏、营销等扶贫龙头企业和种植、运销等专业技术协会以及

中介服务组织, 提升了贫困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和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 为增加贫困群众收入和解决温饱问

题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贫困地区马铃薯产业的发展仍然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比如 , 缺乏产业发展规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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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含量较低, 技术力量薄弱, 良种化率和商品率不高, 产品深加工能力不足, 统一的市场营销体系和信

息体系尚未建立等等。

扶贫部门虽然具有较丰富的扶贫工作经验和资金方面的优势, 但人员少、力量弱, 大多数干部主要是

行政管理人员, 要做好马铃薯产业扶贫工作, 必须依靠农业部门的支持和帮助。农业部门是马铃薯生产的

主管部门, 负责行业指导和制定产业政策, 具有专业技术队伍、技术推广体系和专门的市场监测、信息反

馈网络等等的优势。因此, 取得农业部门的指导和支持十分重要, 可以实现优势互补, 形成合力。

有关省区各级扶贫部门要把马铃薯产业的发展, 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要积极

主动与农业部门沟通协调 , 取得他们的指导和帮助 , 形成多渠道、全方位的合作 ; 尤其是在产业规划制

定、良种基地建设、技术培训和推广、产品的加工和销售, 市场信息反馈等方面, 都需要与农业部门充分

沟通 , 搞好配合 , 形成合力。也希望农业部门的同志 , 进一步关心和支持贫困地区马铃薯扶贫产业的发

展, 加强指导 , 实现共赢。在条件成熟的地区, 扶贫部门和农业部门可以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 紧密合作 ,

共同推动马铃薯产业的健康、全面发展。

同志们, 这次会议, 既是推动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大会, 也是进一步做好贫困地区马铃薯产业扶贫工作

的大会。各级扶贫部门要以此次会议为契机, 认真学习借鉴全国马铃薯产业发展的经验, 努力推动产业化

扶贫工作。

最后, 我代表扶贫办对多年来支持、帮助和指导扶贫工作的农业战线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

一、定西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六点启示

来定西, 我每次都受到教育, 有感而发。我觉得定西发展区域优势现代农业, 以马铃薯产业为支柱的

成功实践, 给我们的启示有六点:

第一, 尊重四个规律, 是发展和壮大马铃薯产业、建设现代农业的关键。一个是生物规律, 一个是自

然规律, 一个是市场规律, 一个是社会发展规律。

第二, 苦干、实干、持之以恒地干, 是成功的途径。( 成绩) 是干出来的, 定西人民, 定西的广大干部

群众, 苦干、实干、持之以恒地干, 是( 马铃薯产业) 成功的途径。

第三, 尊重科学, 尊重创造, 尊重人才, 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是一切工作的要领。

第四, 发挥政府、农民和社会( 社会包括产业协会、企业、学界等等) 的作用, 形成合力, 是可持续发

展的基本力量。

第五 , 政府主动、专家行动、企业活动、农民互动 , 四位一体联动是壮大马铃薯产业不竭的力量源

泉。定西、宁夏等陕甘宁比较落后的地区, 为什么这几年能够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我觉得政府主动、专家

行动、企业活动( 西北特别是甘肃的企业家是比较主动的) 、农民互动四位一体联动是壮大马铃薯产业不竭

在中国定西马铃薯产业发展高端论坛上的讲话

(根据录音整理)

中国农科院副院长 屈冬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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