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农户按照集中种植、统一管理、统一认证、统一

收贮、统一调运进行生产销售。在西吉、原州、红

寺堡建立一级种薯繁育基地 2 万 hm2, 以市场为导

向, 以科技为支撑, 以薯农增收为核心, 进行订单

种植。

4.3 研究制定不同品种的高产栽培技术

脱毒种薯和商品薯栽培技术要求不同, 管理更

加严格, 而且适宜区、隔离条件、病害防治, 拔杂

取劣、种薯催芽、切刀消毒要求更严, 要根据我区

种薯基地生产条件差异, 制定不同品种的高产栽培

技术, 推广小薯整薯播种和及时补灌措施, 提高商

品率。

4.4 培植龙头企业和合作组织

马铃薯由于用种量大, 很难培育起一个贮藏几

万t 以上种薯的企业 , 因此 , 必须充分发挥专业合

作组织的作用, 开展贮藏销售。加之专业合作组织

贴近农民 , 受农民信赖 , 推 广的种薯易 被农民接

受, 而且又有经济基础, 以赊销形式向农民推广良

种, 商品薯上市时再扣回种薯款, 有利于降低马铃

薯种薯经营风险, 加快优质种薯推广。要制定优惠

政策 , 扶持龙头企业、合作 组织做大做 强种薯产

业, 真正把我区建设成为西北地区优质种薯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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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西市位于甘肃省中部 , 总面积 20 330 Km2,

辖6 县 1 区、总人口 296.35 万 人 , 其中农业 人口

265.61 万 人 , 占 89.6%; 总 耕 地 51.48 万hm2, 其

中水地6.13 万hm2。全市海拔在 1 640~3 900 m 之

间, 大致分为黄土丘陵沟壑区和高寒阴湿区两个自

然类型, 黄土丘陵沟壑区为中温带半干旱区, 包括

安定、通渭、陇西、临洮四县( 区) 和渭源县北部 ,

占 全 市 总 面 积 的 60%, 年 降 雨 量 只 有 300 mm 左

右。高寒阴湿区为南温带半湿润区, 包括漳县、岷

县和渭源县南部 , 占全市总面积的 40%, 年 降雨

量 400 mm 左右, 全市降雨主要集中在 7~9 月份。

1 马铃薯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 , 市委、市政府按照“三个顺应、三个

遵循”的原则和“发挥比较优势 , 发展特色经济”的

思路 , 把马铃薯作为全市第一大优势产业来培育 ,

提出了“立足全国 , 着眼世界 , 大力发展马铃薯产

业 , 并尽快形成‘块状经济’”的思路 , 组织省内外

有关专家编制了《甘肃省定西市马铃薯特色优势产

业链规划》, 着力在继续扩大面积 , 实现区域布局

科学化; 提高马铃薯加工增值能力, 实现产品系列

多元化 ; 扩大马铃薯外 销 , 进一步提 高市场竞争

力 , 使我市马铃薯产业的“块状经济 ”雏形初步形

成 , 并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2004 年 , 全市马铃

薯面积达到 20.02 万 hm2, 占全市粮播面积 的52%

和秋粮面积的 73%。总产量达 500 万 t, 较上年增

加88 万 t。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分别占全省的 37.8%、

62.5%, 成为全国三大马铃薯集中产区之一。全市

农民人均从马铃薯产业中收入 408 元, 较上年增加

69 元, 占农民人均纯收入 1 612 元的 25.3%, 马铃

薯产值达 14.3 亿元, 较上年净增 1.1 亿元。

1.1 马 铃 薯 科 研 与 技 术 创 新 工 作 走 在 全 省 前 列 ,

脱毒种薯生产能力居全国前列

为了切实加强产学研的有效对接, 依靠技术创

新提升产业层次, 我市农业科研、推广部门积极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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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科研院校靠接, 在引进新品种( 系) 、开展专

用型马铃薯茎尖脱毒、组织培养、梯级扩繁以及集

成组装配套技术研发与应用, 依靠现代农业新技术

嫁接改造传统耕作栽培方式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由市旱农科研推广中心承担实施的省列“优质专用

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技术体系研究及产业化开发”

项目, 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创新的高产栽培技

术模式、应用生物工程技术、原原种雾培生产脱毒

种薯技术在国内处于一流水平; 从国内外引种试验

筛选大西洋、台湾红皮、夏坡蒂、费乌瑞它等优质

专用型马铃薯新品种( 系) 35 个 , 形成了具有国内

先进水平的陇薯、渭薯、武薯、甘农薯、青海薯和

外引专用薯等六大优良品种系列; 建成了全省第一

个上规模的专用型马铃薯脱毒种薯快繁中心, 配置

了马铃薯脱毒种薯病害检测实验室, 与敦煌种业合

作 , 组建了定西敦煌种业马铃薯 科技开发有 限公

司, 形成了年生产脱毒苗 2 000 万株、原原种3 000

万粒的能力, 成为国内较大的专用型马铃薯脱毒种

薯生产基地。

1.2 种植规模逐年扩大 , 基地规范化、集约化和

订单化生产水平不断提高

从 1996 年提出实施“洋芋工程”, 到目前全市

马铃薯种植面积已由 1996年的10 万 hm2 迅速扩大

到2004 年的 20.02 万 hm2, 并实现了由零星、分散

种植向区域化、规模化和产业带的转变。全市有 6

个县区面积突破 2 万 hm2, 其中安定区超过了 4.7

万 hm2。2004 年 全 市 建 立 无 公 害 标 准 化 生 产 基 地

145 个 、10 万 hm2, 建 设 马 铃 薯 综 合 示 范 点 208

个 、2.7 万 hm2, 推 广 地 膜 覆 盖 栽 培 1.04 万 hm2,

建立专用型马铃薯示范基地 1.7 万 hm2, 推广配方

施 肥 3.3 万 hm2, 机 械 深 耕 1.2 万 hm2, 深 松 1

万 hm2, 机播机收面积达 0.28 万 hm2。全市各类马

铃薯协会组织已达 180 多个 , 以“龙头企业+协会+

基地+农户”等形式, 实施马铃薯订单生产 11.49 万 hm2,

较上年增加 13%。全市形成了 洮、渭、漳河流 域

河谷川水区优质菜用型和加工型专用薯、南部高寒

阴湿区优质菜用型和脱毒种薯、北部半干旱区高淀

粉型商品薯和优质菜用型三个特色鲜明的局域化布

局生产基地。

1.3 加工能力迅速提高 , 产品开始由初级粗加工

向精深加工方向发展

目前全市已建成有一定规模的马铃薯精淀粉及

其制品生产企业 24 家 , 其中有三家基本建成 , 尚

未投产。马铃薯精淀粉及其制品生产能力已达 30

万 t, 其中精淀粉生产能力达到 25 万 t。以马铃薯

为原料的加工产品已由原来的土淀粉、粉条( 丝) 等

发展到精淀粉、变性淀粉、全粉、薯条、精粉皮等

10 多个品种。2004 年秋季以来 , 全市开工生产的

21 家 1 000 t 以上马铃薯加工企业已生产精淀粉超

过 6 万 t, 较上年翻了一番。今年春季生产超过 4

万 t, 精淀粉的实际生产量可达 10 万 t。同时成立

了市马铃薯淀粉行业协会, 组建了甘肃首家马铃薯

淀粉质量安全监测检验中心, 去年已进行了三批精

淀粉质量抽检 , 及时向企业和 有关方面 反馈了信

息 , 对平抑淀粉市场 , 帮助加 工企业改进 技术工

艺, 提高产品质量, 获得金融支持和争取项目创造

了有利条件, 发挥了一定作用。

1.4 市场流通体系日益完善 , 马铃薯外销和贮藏

工作卓有成效

目前全市已建成临洮康家崖、陇西文峰、安定

鲁家沟、岷县梅川四个较大规模的马铃薯专业批发

市场, 其中临洮康家崖市场被农业部定点为全国重

点马铃薯专业市场; 全市有中小型马铃薯交易市场

26 个 , 参 与 马 铃 薯 交 易 的 农 贸 市 场 185 个 , 有

1 500 多个收购网点遍布全市乡村 , 马铃薯贩运大

户达到 2 321 个, 初步形成了以四大专业市场为主

体、中、小型市场和相关农贸市场为补充, 以购销

贩运大户为依托, 以收购网点为基础的农产品交易

批发和购销服务网络。较为健全的市场体系, 不但

辐射了我市城乡, 而且带动周边的宁夏、青海等省

区 10 多个地区 30 多个县市区。

1.5 质量品牌意识明显增强 , 马铃薯对外宣传推

介工作扎实有效

目前, 全市共制定审颁无公害马铃薯甘肃地方

标准 5 项 , 注册马铃薯品牌 商标 10 个 , 其中“五

竹”牌良种洋芋、“金宇”牌脱毒种薯和专用型马铃

薯、“腾胜”牌、“清吉”牌、“鲁家沟”牌精品马铃

薯、兴达牌、“千里雪”牌精淀粉和“三江”牌全粉等

产品销往全国和韩国及港、澳等地区, 在全国市场

备受青睐。“渭源马铃薯”已获国家质检总局原产地

地理标识注册, “临洮马铃薯”已取得国家绿色食品

证书 , 安定超兴精淀粉正在申 报国家绿色 食品认

证。临洮腾胜、兴达、甘肃金大地、岷县金大地和

陇西清吉公司已被认定为甘肃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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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企业, 其中临洮腾胜公司被农业部认定为国家级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安定、渭源分别被中国

特产之乡组委会命名为“中国马铃薯之乡”、“中国

马铃薯良种之乡”。

2 存在问题

2.1 旱作冬麦区的结构调整不彻底

农民受传统思想的影响, 仍然沿用老传统、老

习惯安排生产 , 先保证食用 小麦、再保证 食用油

料、然后才考虑种植马铃薯。如冬小麦有的区域冬

小麦仍占 50%, 农民种马铃薯的积极性不 高 , 面

积小。若不加大行政推动力度, 这些地区马铃薯种

植面积难以扩大。

2.2 是订单签订不规范

由于订单不规范。企业和农户还没有达到利益

上的一致, 订单对双方形不成制约, 有单方面违约

的现象。就是签订了生产订单, 签单企业只注重企

业利益, 不注视农民利益, 签订的最低保护价不太

理想, 经常出现收购价格随行就市, 市场价格处于

低潮时, 农民利益还是得不到保护。

2.3 优良品种及脱毒种薯繁育体系不完善

陇薯 3 号等高淀粉、加工型品种面积仍不大 ,

优质菜用型“新大坪”除安定外规模小。脱毒种薯繁

育特别是网室扩繁原种, 良种繁育体系不健全, 造

成优良品种推广缓慢、调种成本增大, 品种质量难

以保证。部分乡镇和协会调种渠道不正规, 把普通

薯当作良种应用, 影响农民应用良种的积极性。

2.4 马铃薯种植和经销协会带动作用不明显

目前 , 全市服 务于马铃薯 产业的中介 组织有

170 个, 安定区马铃薯协会、五竹马铃薯协会等中

介组织, 组织建设规范、带动力强, 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但相当一部分协会组织建设不规范、带动力

不强, 没有发挥应有作用。

3 发展对策

立足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 , 按照布局区域化、

种植标准化、品种专用化、生产集约化、产品优质

化和加工精深化的要求, 进一步做大基地, 做强龙

头 , 做优产品 , 创立品牌 , 力争到 2010 年将定西

建成全国最大的马铃薯脱毒种薯繁育基地、商品薯

生产基地和精深加工基地 , 形成特色 鲜明的区域

“块状经济”。

3.1 是以发展专用型脱毒种薯基地为重点 , 进一

步强化优质马铃薯梯级繁育体系建设

依托定西市旱农中心和省农科院渭源马铃薯育

种基地, 积极与国际马铃薯中心( CIP) 及北京“国家

马铃薯产业工程研究中心”进行对接 , 充分利用国

内外马铃薯资源 , 采取引进、选育相结合的方式 ,

大力发展组培快繁技术。到 2010 年 , 形成年产脱

毒苗 3 000 万株、脱毒微型原原种 5 000 万粒 , 原

种繁育基地 1 万 hm2、年产脱毒原种 2 万 t, 脱毒

良种繁育基地 0.67 万 hm2、年产脱毒良种 150 万 t

的全国最大的良种繁育生产基地, 为我国专用马铃

薯的生产、加工提供种薯保障。

3.2 以 订 单 生 产 为 突 破 口 , 建 立 集 约 化 程 度 高 、

质量稳定可控的优质马铃薯商品薯生产基地

按照“龙头企业+协会+基地+农户”模式 , 大力

发展订单生产和推广无公害标准化生产技术, 全面

实行集约化生产。到 2010 年 , 马铃薯基地面积达

到 33.3 万 hm2, 其 中 高 淀 粉 型 原 料 基 地 16.7 万

hm2, 全粉及高档休闲食品原料基地 3.3 万 hm2, 优

质外销型商品薯基地 10 万 hm2。在中北部干旱半

干旱区, 重点推广陇薯 3 号、大白花、新大坪等高

淀粉品种 ; 在光热水 土资源相对 较好的洮河 、渭

河、漳河河谷川台区 , 重点布局大西洋、夏坡蒂、

费乌瑞它、台湾红皮等品种 ; 在南部高寒阴湿区 ,

重点发展渭薯 8 号、陇薯 4 号、陇薯 5 号、陇薯 6

号、青薯 168 等品种。同时, 重点将安定区、临洮

康家崖、陇西文峰建成集交易批发、贮藏保鲜、加

工包装、信息发布于一体的功能齐全的马铃薯专业

批发市场, 把渭源会川建成国内最大的马铃薯种薯

专业批发市场。

3.3 以实现马铃薯加工产品系列开发为目标 , 促

进马铃薯加工向精深化方向发展

充分发挥定西市马铃薯淀粉行业协会的作用 ,

引 进国内外先 进技 术 、 设 备 ,改 造 传 统 生 产 工 艺 ,

将临洮腾胜淀粉公司、临洮兴达淀粉公司、岷县金

大地淀粉公司等 10 户加工企业扩建成 10 个年产 2

万 t 以上的精淀粉加工龙头企业 , 并新建一批高档

休闲食品、全粉、变性淀粉及淀粉化工制品企业。

到 2010 年 , 全市马铃薯淀粉及其制品生产能力达

到 40 万 t, 其中食品级精淀粉 30 万 t( 其中变性淀

粉生产能力达到 5 万 t) , 全粉及高档休闲食品年产

量达到 10 万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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