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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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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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源泉。

第六 , 建设现代农业不是发达地区的专利。定西发展马铃薯产业 , 建设区域优势现代农业成功的实

践, 进一步证明了建设现代农业不是发达地区的专利, 只要我们充分尊重四个规律, 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

后发优势, 来发展我们的现代农业, 马铃薯是这样, 畜草产业也是这样, 中草药等等, 你们可以根据当地

的资源优势, 遵循有关规律, 完全可以作出新亮点实现新突破再造新优势。

二、打造“中国薯都”的五条标准

现在有两个地方提出了打造“中国薯都”, 内蒙的乌兰察布盟要打造中国的薯都, 定西也要打造中国的

薯都。上次在乌兰察布盟我没有说 , 不知道内蒙的同志在不在这里 , 我在内蒙的时候没有讲 , 现在我讲

讲 , 不管什么地方提出来, 我们拿标准来衡量, 好不好? 是不是薯都, 我提五条标准:

第一, 规模要大。在中国当薯都, 一个地区至少要 300 万亩( 20 万 hm2) , 规模大 ,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

生产水平稳定的高 , 不能今年是 2 t, 明年是 1 t, 后年又低得不行 , 生产水平要持续稳定的高。我估计 ,

按这条标准来衡量, 这两个地方都还差不多。主要是单产低, 单产低就是脱毒种薯应用率比较低, 而且管

理还不到位, 这是它的潜力, 所以你没有打满分, 自己打多少分, 你自己去估量。

第二, 产业链长。刚才刘教授讲了, 马铃薯产业不光是加工一点淀粉, 这个产业链是很长的。我曾经

讲, 马铃薯加工品在全世界有 2 000 多种, 我们现在有多少, 所以马铃薯产业链要长, 影响要大。影响要

大, 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定价权。定西的鲜薯、加工品, 不管是薯片、薯条等等, 全粉也好, 你有

定价权, 我要定个三毛五, 别的地方也跟着是三毛五, 或是三毛四、三毛六, 定价权体现你的影响力。二

是物流中心。周边的土豆卖不掉, 打着定西的牌子能卖掉, 山东寿光的蔬菜就是这样, 苏北的蔬菜拉到寿

光就卖掉。荷兰的花卉是肯尼亚空运到荷兰, 肯尼亚的花卉只能由荷兰的花卉公司贴上标签, 才能卖上好

价钱。这就叫物流中心。三是市场的冲击力。如果一旦出现短缺或出现丰产, 你对市场的冲击力有多大 ,

这也能体现你的影响力。四是知名度。吃土豆的、卖土豆的、加工土豆的、搞进口的、搞出口的、超市、

零售、小商贩, 都知道定西土豆, 这叫知名度, 还有一个叫美誉度, 大家一提起定西的土豆或是土豆淀粉

( 加工品) , 就说好 , 这就是美誉度。所以你影响大 , 就必须有这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 , 你们自己去对

照 , 还差多少。

第三 , 产值高。经济 GDP 贡献大 , 荷兰是 150 万亩( 10 万 hm2) , 最高是 180 万亩( 12 万 hm2) , 一年

的产值是40亿欧元 , 乘以10 是 400 亿人民币 , 我就举这一个国家。我们定西的面积是他的 2 倍 , 我们的

产值可能有4亿欧元40亿人民币, 所以我说我们要努力。这个潜力大家都知道, 我就不再展开说了。不仅

是卖鲜薯, 还要带动相关产业, 产业链的整个产值加起来, 包括开餐馆也行。

第四, 各种人才、团队比较齐全。各种人才包括科研、生产, 营销等方面, 如果按国外发达国家的标

准 , 你 300 多万亩 400 万亩( 20~25万 hm2) 的一个地区 , 我看你建一个马铃薯科研所 , 建一个马铃薯大学

都不为过。现在如果单按国家来列, 我们定西就可以列到前 30 位, 所以你这个量就够了 , 那么这个科研

人才、生产的人才、加工的人才、营销的人才 , 政策、贸易的人才 , 所以说 , 在座的 , 如果说只有 10个

人知道马铃薯产业不行, 100 个也不行 , 1 000 个也不行 , 必须有上万的人 , 对马铃薯很精通 , 这样你就

成知识经济了, 就从卖土豆变成卖土豆的知识和技术了。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经济, 从产品经济到知识经

济的跨越, 第一步跨越就是从马铃薯生产大市到马铃薯生产强市、经济强市的转变, 第二步就是从产品的

强市到卖知识、卖技术、卖品种、卖专利, 所以这个差距我估计更大,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充分肯定成绩

的同时, 我们一定要把“中国薯都”这个很神圣的、很伟大的事业推向新的高度。

第五, 产品、品牌、文化构成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强。产品, 首先质量要过关, 不管哪

种产品, 鲜薯也好, 都要有标准, 三两、四两、五两那是一个单一的重量标准, 还有好多标准呢, 生产淀

粉的品种其含量不低于 20%, 包装起来的产品保鲜 , 上货架架得齐 , 进入超市 , 到上海、北京、马来西

亚都要有很多标准, 不光是一个大小的标准、重量的标准。产品还有质量安全等等, 还有品牌, 将来有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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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营销鲜薯、种薯和各种加工品的精品 , 在中国知名 , 在全球知名。所以 , 在荷兰一说起淀粉就是阿维

必, 一说薯片就是史密斯, 不种土豆的人都知道, 到超市一看都是这些东西。我们定西要打造一个全中国

人都知道的各种各样的品牌和文化。前两天, 杨市长陪我看新的定西文化馆的艺术品, 画家的艺术水平都

很高, 画院院长很自豪, 我也很高兴, 但我看了画以后, 没有一幅是关于马铃薯的。我们种马铃薯、吃马

铃薯 , 在中宣部提出贴近生活、贴近实际、 贴近群众“三贴近”, 我们搞抽象派 , 不在定西也能画出来 ,

定西的艺术家就要画定西的文化。定西最大的文化是土豆文化, 一讲到文化, 就多了, 可以讲一天。所以

构成核心竞争力, 是我们打造“中国薯都”的最高境界。

我就讲这五条标准, 不仅仅对定西, 对乌兰察布, 对云南, 对贵州的毕节, 全国超过 100 万亩( 6.7 万

hm2) 的有 8个县 , 按统计数据 , 其中最大的达到 150 万亩( 10 万 hm2) , 其次是陕北的定边 120~130 万亩

( 8~8.7 万 hm2) , 我们一 定要扮演立 足定西 , 眼 望 中 华 大 地 , 放 眼 全 球 , 我 们 安 定 区 80 多 万 亩( 5.3 万

hm2) , 就算是100万亩( 6.7 万 hm2) , 排在第6 或是第8, 所以我们要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 我们一定找到

我们前进的方向和瞄准更高的目标。

三、关于这次会议

第一, 农业部在甘肃定西召开首届全国马铃薯产业发展经验交流会, 这是划时代的 , 是历史性的 , 所

以在座的, 特别是我们全国搞马铃薯的同行, 要认真学习危部长的讲话, 贯彻落实在自己的工作中, 同时

要好好学习 2006 年农业部颁布的 9 号文, 这个文写得很详细 , 是贯彻国务院主要领导和国家主要领导的

指示精神, 是专门( 针对马铃薯产业) 出台的( 一个文件) , 在我们国家历史上就一个作物发文的并不多见 ,

原来说粮食 , 是把水稻、小麦、玉米等作物一锅烩的 , 单独把马铃薯发个一个文 , 对马铃薯的生产、科

研、加工都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所以第一条, 我们要贯彻落实农业部领导的讲话精神和文件精神。

第二, 要动员技术、人才、资金、企业、农民、政府投入到现代农业建设中来, 投入到马铃薯产业中

来, 单一的技术不行, 单一的企业也不行, 单一农民种田( 种田几千年) 也不行,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发展现

代农业的四要素, 通过一种合理的机制, 把他们结合起来。这是第二条意见, 供大家参考。

第三, 我们来到定西, 看到了金色的秋天, 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但是我们要谋划更美好的明天, 更灿

烂的春天。明年 2008 年要召开奥运会 , 这个全国人民都知道。但在座的有几个知道明年是世界马铃薯

年, 这是联合国定的, 联合国定下 2002 年是世界水稻年 , 第二是定这个世界马铃薯年 , 所以我希望定西

市和全国其他的同行一起 , 应该说明年奥运会召开之前 , 四月份我们要在北京召开一个比较大的国际会

议 , 大概有 200 多人( 参加) , 我们还同时召开中国马铃薯大会 , 今年的中国马铃薯大会在辽宁的本溪召

开 , 大概每年就是 600~800 人 , 我们种植的农民去了 , 种植大户也去了 , 所以我希望我们定西的同行们

到时也能够参加 , 同时 , 我也跟石书记商量 , 到时把马铃薯文化在国际会议上展示一下 , 到时卖一幅画

就可以卖一万美金 , 哪得卖多少的土豆啊 , 这个就是卖文化。大家都知道 , 世界著名的画家凡高 , 一幅

画四千多万美元 , 其中有一幅画是“吃土豆的人”, 画的是荷兰他所在的时代 , 农民在煤油灯下吃土豆 ,

一帮子农民 , 围在一起 , 一张破桌子 , 一幅画就是 2 000 万欧元。所以我们的画家、我们的艺术家 , 要

为我们定西和马铃薯文明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过 50 年 , 过 100 年 , 我希望我们定西的画家和艺术

家也为我们留下 1 000万欧元、2 000 万欧元的能反映我们时代的一些艺术品, 所以 2008 年对于中国马铃

薯界来说, 对于我们全国人民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年份, 所以我说, 到那个时候, 谁用好这个

机遇, 你就能够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作为甘肃省的顾问 , 我一直对甘肃独有情钟 , 我也希望你们在座的能够好好抓住这个机遇 , 发展自

己, 壮大自己, 在卖土豆的同时, 要卖品牌, 要卖文化, 所以在国庆佳节即将到来之际 , 十七大将要召开

之前, 我们聚会在定西, 分享土豆产业发展的成果和喜悦, 希望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 在市委、市政

府的具体领导下, 定西的马铃薯产业能有更辉煌的明天!

( 2007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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