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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人 ���后
，

马铃薯出口以其产量高
、

成本低等特点显示出强劲的优势和发展潜力
。

广东

的冬种马铃薯每年在全世界最早上市
，

具有全球性

的市场优势
，

高要市由于种种原因
，

冬季马铃薯生

产者并未获得预期的结果
，

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一

历史机遇
，

充分发挥和利用马铃薯产业发展的优势
，

进一步加大发展力度和加快发展步伐
，

提高我市农

业竞争力
，

有效应对市场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

基本情况

高要市位于中国广东省中南部
，

冬种马铃薯的

土壤
、

水资源及气候优势十分突出
，

高要市冬种马

铃薯经过 �� 多年来的发展
，

已经取得了较好的经济

效益与社会效益
，

是一个短平快
、

高效益的项 目
，

种植马铃薯已经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一条重要渠道
。

����年高要市冬种马铃薯面积达到 �����时
，

初

步形成了区域化的马铃薯产业带
。

尽管取得一定的

成绩
，

但由于种种原因
，

高要市冬季马铃薯生产并

未获得预期的结果
。

经过近几年在高要市进行冬种

马铃薯试验与研究
，

以及与生产经营者的合作过程

中
，

发现高要市冬季马铃薯生产存在许多问题
，

下

面就结合调查研究结果
，

分析高要市冬季马铃薯生

产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与建议
。

� 存在的问题

��� 优良品种缺乏

高要市 �� 多年来一直种植集农 ��� 老品种
，

该品种不但陈旧
，

且品种已发生退化
，

病害日益严

重
，

产量低
，

产品从外观和品质上均难以达到鲜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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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艺师
，

现从事农作物种子推

广工作
。

外销要求
，

商品性较差
，

目前缺乏冬季种植的出口

型优质鲜食品种和加工品种是高要市冬季马铃薯生

产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

高要市种子公司于����年

从北方引进费乌瑞它
、

中薯�号等出口型马铃薯良

种
。

通过三年种植试验和研究
，

证明该品种能适

应高要市种植
，

提高产量和质量
，

收购价格高
，

经济效益好
，

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冬种出 口 型马铃

薯的积极性
，

但仍在推广阶段
。

��� 经营混乱
，

种薯质量混杂

近几年来脱毒马铃薯的推广应用大大地提高了

马铃薯的产量与品质
，

促进了冬季马铃薯的发展
。

但种薯经营混乱
，

质量不高
，

品种混杂较为严重
。

个别经营者以次充好
，

用劣杂种薯坑农害农现象时

有发生
。

由于这些品种退化严重
，

病害日益严重
，

种植后出现了大量烂种现象
，

且产量低
、

品质差
、

商品性差
，

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

��� 思想落后
，

耕作粗放

在传统耕作制度里
，

冬季常种植一些耐旱的作

物
，

耕作粗放
，

产量很低
。

在一些农户眼里
，

冬种

就是懒庄稼
、

耕作粗放
、

耐旱
、

产量低
、

不用管理

的代名词
。

因此在种植马铃薯时不太精细
、

疏于管

理或管理不到位
、

不及时
，

造成马铃薯产量不高
，

块茎质量下降
。

��� 缺乏资金
，

难以扩大生产规模

高要市马铃薯生产除缺少优良种薯外
，

资金也

是制约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另一个问题
。

第一
，

马铃

薯经营企业调种或是向农民收购马铃薯
，

都要大量

资金
，

马铃薯经营企业因筹集不到资金
，

以自己的

产业作抵押又不值钱
，

因此在调种或是向农民收购

马铃薯时
，

不敢有大动作
。

第二
，

高要市农户不

富裕
，

尤其特困户
，

难以解决种薯
、

化肥
、

农药

等生产资金
，

更谈不上推广机械耕作
。

缺乏资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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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了高要市马铃薯产业的发展
。

��� 科技人员缺乏
，

缺少专业咨询服务

在近两年进行冬季马铃薯试验和调查研究过程

中发现
，

很难在当地找到种植马铃薯的专业技术人

员
。

原因在于过去马铃薯在高要市不是主要作物
，

农民不重视马铃薯生产
。

另外
，

科技人员以及相关

的科研单位缺少对马铃薯生产
、

种植的研究
。

由于

技术人员的缺乏
，

地方农业部门无法提供有效的相

关技术咨询服务
，

农户难以从当地农业部门获得有

力的技术支持
。

� 对策与建议

��� 重视出口型马铃薯良种的引进

高要市引进出口型马铃薯良种起步较晚
，

而高

要市冬季马铃薯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

各地有大量适

宜种植马铃薯的冬闲良田可开发
。

因此
，

政府有关

部门对引种单位大力支持
，

增加投人
，

鼓励有经营

资质单位对引进出口型马铃薯良种进行立项
，

从事

新品种的引进
、

试验与推广
，

从中筛选出综合性状

好的品种
。

��� 种植户要更新观念
，

选用 良种
，

加强耕作

管理

种薯是发展马铃薯生产的关键
，

由于高要市属

于低纬度低海拔地区
，

全年均有蚜虫危害
，

各种病

毒多而复杂
，

且各种真细菌病害也较严重
，

种薯退

化速度快且不能就地留种
，

每年必须从北方一季作

区调种
，

调人的北方脱毒原种一代马铃薯种薯在高

要市种植显著增产
，

但只能种植一年
，

不能留种
，

如次年留种种植
，

产量严重下降
。

在进行冬季马铃薯生产的时候
，

首先
，

要到

有省农业厅颁发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
、

信誉好

的售种单位购买脱毒原种一代马铃薯种薯
。

其次
，

应改变对马铃薯的传统认识
，

不要将它当作是亦

粮亦饲的作物
，

而把它当作主要农作物来种植
，

农

业部门要管理到位
，

技术指导到位
，

农户要增加投

人
，

并对其精耕细作
，

科学管理
，

一定能获得高产

优质马铃薯
。

��� 加强种薯市场管理与质量检测体系建设
，

规

范种薯市场
，

保证种薯质量

北美及欧洲一些国家马铃薯产业的发展都曾得

益于种薯质量的提高
。

造成高要市种薯经营混乱
，

质量不高
，

品种混杂严重的原因就是无证经营泛

滥
。

要促进高要市马铃薯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

有

关部门必须加强对经营企业的管理
，

规范种薯经营

市场
。

有关部门要依照国家马铃薯脱毒种薯质量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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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一套种薯质量检验和监

控体系
，

对种薯经营进行全程监控
，

病检不合格的

脱毒种薯
，

不准进人市场
。

逐步降低病杂薯率
、

提

高种薯纯度
，

实现种薯管理规范化
，

经营专业化
，

检测监督制度化
。

��� 政府部门应积极推动马铃薯企业
，

解决产前

投入和产后产品回收的资金问题

政府部门应积极推动马铃薯经营企业
、

农户与

银行
、

信用社合作
，

让马铃薯经营企业能有资金去

调种或是向农民收购马铃薯
，

以解决资金阶段性

缺乏问题 � 同时
，

政府部门要积极帮助马铃薯种

植大户向农信社贷款解决生产资金问题
，

鼓励其

购买农业机械
，

推广机械耕作
，

减少劳力
，

提高效

率
，

增加辐射带动能力
，

促进马铃薯产业化生产
。

另外
，

鼓励发展农村农户合作组织
，

要帮助贫困户

解决生产资金问题
，

帮助农户争取获得农信社小额

贷款
，

或组织农业龙头企业同贫困户签订协议
，

以

种薯
、

化肥
、

农药的形式帮助农户解决生产资金困

难的问题
。

��� 加大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
，

促进马铃

薯产业化经营

充分利用当前高要大抓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
，

积极引进和引导有实力的经济实体
，

投资马铃薯产

业
，

发展马铃薯深加工产品
，

采取
“

公司�基地�农

户
”
和订单农业等形式

，

带动农户发展马铃薯生产
。

政府部门加大对马铃薯的产业龙头企业的扶持力

度
，

鼓励龙头企业以资金
、

技术等形式参与基地建

设
、

生产加工与出口贸易
。

��� 加大对产区科技人员的培训力度

冬季马铃薯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除了需要巨大

的市场需求来拉动外
，

还需要有一批熟悉和从事马

铃薯生产的基层科技人员向农户提供技术咨询服

务
，

及时解决生产中随时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

因

此
，

必须加大对基层农业科技人员的培训力度
，

培

养一批熟悉冬季马铃薯生产的技术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