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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PQ: 马尚明( 1961- ) , 男 , 农艺师 , 宁夏西吉县农牧局

副局长 , 从事马铃薯专用品种基地建设和产业开发管理工作。

R S: 通过对宁夏西吉县近年来马铃薯产业发展态势 , 进行深入分析 , 针对全县马铃薯产业可持续发展面

临的问题 , 提出抓基地 , 着力夯实马铃薯产业基础 ; 抓龙头 , 着力提升马铃薯产业加工水平 ; 抓服务 , 着力营造

马铃薯产业发展环境 ; 抓市场 , 促进马铃薯产业健康发展 ; 抓品牌 , 着力提高马铃薯产品市场竞争力 ; 抓病虫害

防治 , 着力提高马铃薯产、质量 ; 抓加工排污处理 , 切实保护生态环境等可持续发展措施。

TUV: 科学; 指导; 马铃薯; 产业

马铃薯是西吉县的第一大粮菜兼用作物, 在粮

食安全和农民增收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它具有耐瘠

抗灾、高产稳产、营养丰富、产业链长的特点。尤

其是干旱多灾的西吉气候生态特点 与马铃薯喜 冷

凉、喜光照、要求长日照 , 昼夜 温差大和土 质疏

松, 对钾素养分需求量多的生物学特性相吻合, 种

植马铃薯相对其它作物高产稳产、经济效益好, 具

有显著的比较优势, 特别是降水集中期与马铃薯需

水高峰期高度同步, 使其降水利用率和水分生产效

率位居各作物之首。且生产的马铃薯淀粉含量高 ,

品质优, 为我国马铃薯最佳生态区域, 在宁夏乃至

全国马铃薯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为 县域经济发

展、农民增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为使马铃薯

产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结合多年产业的实践, 谈

点自己的看法, 供商讨。

1 西吉马铃薯产业发展态势

西吉县得天独厚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为马铃薯种

植和生产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 自上世纪 90 年

代以来, 随着马铃薯加工业的兴起和发展, 历届的

西吉县委、政府不断深化县情认识, 充分发挥地方

资源优势, 积极培育发展马铃薯产业。特别是近年

来, 西吉县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的重大决策, 按照区、市发展区域主导产业的总体

要求, 把推进马铃薯产业化发展作为农业结构战略

性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培育地方特色、壮大县域

经济的第一大产业来抓, 牢固树立产业化的经营理

念 , 围绕“ 调结构、扩基地、兴龙头、抓服务、拓

市场”的发展思路 , 强化政策引导、项目带动、科

技支撑、资金扶持等关键措施的落实, 整合资源加

快推进马铃薯产业化进程。逐步走上了一条以优势

资源带动龙头企业、以龙头企业带动基地建设、以

基地建设促进市场流通的产业化发展路子, 全县已

形成了集马铃薯种植、加工、销售和服务一体化的

产业发展格局。马铃薯产业已发展成为全县农民稳

定增收和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1.1 WXYZ[\]^_‘abc
近年来, 西吉县坚持把商品原料基地建设作为

发展马铃薯产业的基础来抓 , 按照“ 扩张总量、做

大基地”的建设思路和“ 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

规模化经营”的要求 , 积极引导农民调整结构 , 扩

大马铃薯种植面积, 加大良种和综合高产栽培技术

示范推广, 基地建设在规模和质量上都取得了明显

成效。一是面积逐年扩大。2004 年 , 全县共建立

商 品 原 料 种 植 基 地 4 万 hm2, 比“ 九 五 ”末 增 长 1

倍 , 占区、市总种植面积的 33.3%和 47.3%; 马铃

薯种植在全县农作物总种植面积的比重从过去的第

四、第三跃居到第一 , 全县户均种植面积达到 0.5

hm2, 人均达到 0.09 hm2; 二是优质专用 薯面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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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扩大。2004 年全县建立淀粉加工型、全粉加工型、

早熟菜用型、晚熟外销型等 优质专用薯 种植基地

2.04 万 hm2, 占全县马铃薯种植面积的一半多; 三是

单产、总产大幅度提高。脱毒种薯和优良品种的大

面积推广, 使马铃薯单位面积产量不断提高, 2004

年, 加之天时殷顺等有利因素, 马铃薯每 667 m2 平

均 单产达到 1.5 t, 最 高 单 产 3.26 t, 总 产 鲜 薯 90

万 t 以上, 占全区总产的 34%, 创历史新高, 为企

业和市场提供了充足的商品原料。

1.2 !"#$%&’()*+,-.
全县马铃薯加工已形成了国有、集体、个体三

元加工格局 , 到 2004 年底 , 全县有一定规模的马

铃薯加工企业达到 80 多家。已形成年加工转化 80

万 t 鲜薯, 生产精淀粉 6.5 万 t、粗淀粉 4 万 t 的生

产能力。其中傻傻集团仍是目前全国最大的马铃薯

淀粉生产企业, 年可生产精淀粉 6 万 t、全粉 0.5 万

t、预糊化淀粉 3 万 t, 加工转化鲜薯 40 万 t 的生产

能力, 全县 80 家淀粉民营企业年可加工转化 30 万

t 以上鲜薯 , 生产精、粗淀粉 4 万 t。三粉( 粉条、

粉丝、粉皮) 个体加工户发展到 1754 家, 年可加工

转化鲜薯 10 万 t。并具备了较高的技术水平, 生产

的银欧牌淀粉享誉国内外。2004 年, 县委、政府积

极配合区、市改制组加快改制步伐, 引进宁夏佳立

公司实现了整体租赁经营, 公司所属淀粉龙头企业

全面启动生产。同时, 采取企业帮扶、能人带动等

“ 五个一”硬措施, 从政策、资金等方面着力扶持发

展民营淀粉企业和个体三粉加工户扩大生产。

1.3 /01234$56789:;
一是马铃薯科技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建立起

了以马铃薯研究所、马铃薯高新技术示范园区和县

乡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及村组农民技术员的三级马铃

薯科技服务网络, 加强了与中国农科院等科研机构

的技术合作与交流 , 积极推广和普及 了以配方施

肥、适时播种、合理密植、重视病虫害防治等主要

内容的马铃薯增产高效技术。二是整合资源, 组建

了马铃薯高科技示范园。脱毒薯生产能力大幅度提

高 , 改建了基础脱毒苗生产车间 , 新建了 1 万 m2

的日光温室、3 000 t 的种薯贮藏窖和 2 万 m2 的防

虫网棚 , 使脱毒种薯年生产规模达到 1 000 万粒。

在气候阴凉、隔离条件好的火石寨等乡建立了原种

繁育生产基地。2004 年 , 实际生产原原种 800 万

粒 , 种植脱毒 专用原种 40 hm2, 建 立一级种 薯繁

育田 0.133 万 hm2。三是脱毒种薯、专用薯良种普

及率和科技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全县脱毒薯推广面

积达到 1 万 hm2, 宁薯 8 号、陇薯 3 号、青薯 168

等良种普及率达到了 90%, 马铃薯淀粉含 量比上

世纪 90 年代平均提高了 3.5 个百分点。充分发挥

园区辐射带动功能, 积极推广和普及马铃薯良种良

法配套栽培技术、窖藏保鲜技术, 进一步提高了种

植效益, 单产比“ 九五”期间平均增长 40.5%。

1.4 <=(>?@ABCDE
把开拓市场、加强服务作为产业发展的主要环

节, 不断建立和完善市场服务体系, 建设并启动运

营了农业部定点的袁河 马铃薯批发 市场 , 组建了

县、乡马铃薯加工、销售协会 4 个, 新建马铃薯鲜

薯贮藏周转窖 100 多个, 贮藏能力 5 000 t。着力扶

持和发展壮大农民经济人队伍 , 2004 年全县马铃

薯销售经济人达到 200 多人, 外省区投资收购鲜薯

的企业近百家。建成了马铃 薯信息平台 , 及时搜

集、筛选、整理、分析各种信息, 并将信息服务延

伸到了 19 个乡镇和马铃薯重点加工企业、种植大

户, 信息服务网络初步形成。规范市场行为, 强化

各个环节的服务, 不断拓宽流通渠道, 打造西吉特

色马铃薯品牌, 2004 年, 全县外销鲜薯达 10 万 t。

已外销马铃薯 5 万 t, 创收 2 100 万元 , 从事马铃

薯劳务、信息工作的农民创收 132 万元。

1.5 FGHIJK$LMNO
经过多年的开发和建设, 我县马铃薯产业已成

为农民稳定增收、壮大县域经济的主导, 在地区生

产总值中, 马铃薯产业占到 1/3 以上。2004 年, 马

铃薯种植、加工产值达到 2.76 亿元 , 占当年工农

业总产值的 36.5%; 农民人均马铃薯产业收入达到

500 元 , 占 农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的 33.8%, 最 高 的 乡

( 镇) 达到 60%左右。同年 3 月西吉县被中国 特产

组委会命名为“ 中国马铃薯之乡”, 标志着马铃薯产

业已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2 西吉马铃薯产业可持续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PQRSTUV
( 1) 马铃薯鲜薯、种薯及淀粉加工产品需求量

大。由于季节等因素, 特别是外省区对西吉县内鲜

薯的需求量逐年增加, 而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加

之国内种薯供给量严重不足, 对马铃薯种薯需求量

在 80 万 t, 而实际生产能力仅为 30 万 t, 种薯市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西吉县马铃薯产业优化升级———马尚明 ·381·



场潜力大。

( 2) 我县的气候、土壤等条件 , 适宜生产优质

种薯, 是全国马铃薯最佳生产区域之一, 生产的马

铃薯在外观和品质上均属上乘, 加之价格较低等优

势, 将更具有市场竞争力和销售市场。

( 3) 马铃薯单产空间较大。据专家分析 , 西吉

县马铃薯单产可达到 5 t·667 m- 2 以上 , 目前单产

仅 1.5 t·667 m- 2, 提高单产潜力很大。

( 4) 马铃薯精深加工和利润空间大。通过进一

步加强企业管理和技改, 降低成本, 加工转化增值

潜力大。

( 5) 马铃薯生产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 , 西吉

县人口多, 劳动力成本低, 马铃薯产品价格市场竞

争力强。

2.2 !"#$%&’
( 1) 产业发展仍 处于粗放经 营 , 专业化生 产、

规模化经营、区域化布局水平低, 基地建设档次不

高, 科技支撑作用不强。

( 2) 马铃薯品质比较低 , 窖藏手段和保鲜技术

落后, 损失率高。

( 3) 龙头企业改革改制的困难大 , 个体民营加

工企业管理水平和技术落后,原料利用率低,效益差,

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不强。

( 4) 马铃薯产业 链短且缺乏 紧密连接 , 龙 头、

基地、种植户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联接机制, 产业

链尚未真正形成。

( 5) 市场体系不健全 , 稳定性差 , 各项服务措

施不完善, 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等。这些困难和问题

直接影响着马铃薯产业的稳步发展, 必须在今后的

工作中不断探索、改进和认真加以解决。

3 西吉马铃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对策

再经过 3~5 年的开发和建设 , 全县实现马 铃

薯科研水平和能力进一步提高; 优质马铃薯专用薯

实现外销, 品质显著提高, 品种结构合理布局, 品

种开发种类增多 , 抗御市场风险的能 力进一步增

强; 龙头企业带动辐射作用、技术水平、生产能力

和综合效益明显提高, 加工规模进一步扩大, 效益

全面提升; 马铃薯市场和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市

场的核心作用充分发挥 ; 市场牵龙头 、龙头带基

地、基地连农户, 产加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的

产业化生产格局进一步稳固。到 2010 年 , 全县马

铃薯种植面积稳定在 4.7 万 hm2, 其中优质专用薯

生产基地 4.3 万 hm2, 专用薯基地平均单产鲜薯达

2 300 kg·667 m- 2, 实现总产量 150 万 t( 其中淀粉

加工品种淀粉含量达 18%以上) , 品质、数量满足

加工企业要求; 县内龙头企业及各类加工企业达产

达标 , 年加工鲜薯 8.5 万 t 以上 , 年加工精淀粉 6

万 t 以 上 ; 外 销 鲜 薯 30 万 t, 鲜 薯 商 品 率 达 到

75%以上; 马铃薯种植加工产值达到 3.2 亿元 , 靠

种植和加工马铃薯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800 元以上。

3.1 ()*, ,-./01234)5
按照“ 稳定面积、主攻单产、优化品质、提高效

益”的思路和做大做强做优基地的目标 , 一要抓巩

固, 稳定基地建设规模, 使全县马铃薯种植稳定在

4.7 万 hm2 以上; 二要抓科技, 着力加快基地建设的

“ 五化”( 种薯良种化、脱毒化、专用化、种植生产标

准化和无公化) 进程, 多方争取资金, 完善提高马铃

薯高新技术示范园区功能, 创新机制, 继续加强与

中国农科院等科研推广机构的技术合作与交流, 建

立健全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繁育体系和质量监测技

术体系 , 完善种薯生产技术规程 , 规范种薯生产 ,

努力把西吉县马铃薯高新技术示范园区建设成为国

家级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基地。以园区为龙头, 充

分利用马铃薯原原种生产政府采购和良种补贴的政

策机遇, 进一步加快优良专用品种的引进、培育、

脱毒和推广步伐, 进一步加大马铃薯高产栽培、病

虫害防治、机械化作业、窖藏保鲜等关键生产技术

的示范推广, 加快实现“ 五化”步伐。三要选择条件

好的乡镇和村组, 精心组织建立一批规模大、标准

高的马铃薯加工专用薯基地, 以市场为导向, 加大

适销对路的优良品种的种植面积。四要创新机制 ,

支持和帮助龙头企业参与基地建设, 逐步使基地建

设从目前政府主导转变为龙头企业主导, 实施订单

收购。2005 年全面完成基地建设 4.7 万 hm2( 其中脱

毒专用薯 3.3 万 hm2) , 实现总产 100 万 t, 到 2008

年全面实现种薯“ 三化”目标( 良种化、脱毒化、专用

化) , 2010 年实现基地建设“ 五化”目标 , 总产达到

140 万 t 以上, 力争把西吉建设成为西部优质专用薯

和无公害马铃薯商品原料生产基地。

3.2 (67, ,-9:012;4<=>?
要按照“ 扶优、扶强、扶大”的原则, 加快傻傻

集团公司改制步伐, 力争在年内实现改制脱困, 并

通过与区内外大企业的合作 , 力 促进一步 扩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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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推进技术、管理和科技创新, 开发新产品, 提

高产品品质, 提高加工转化能力, 真正发挥其辐射

带动作用。以国联宁夏西海固马铃薯责任有限公司

的组建为契机, 抓紧自治区支持川区龙头企业与山

区农业产业对接的机遇 , 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 , 鼓

励 、扶持有实力的民营企业通过收购、兼 并、控

股、参股等资本应用手段, 引导现有民营企业联强

靠大, 技术改造, 提高企业的加工能力和效益, 增

强民营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要加强新产品的开发

力度, 争取新建预糊化淀粉、变性淀粉加工项目 ,

提高马铃薯加工附加值。到 2008 年 , 全县马铃薯

鲜薯加工规模达到 80 万 t, 实现产值 2.23 亿元。

3.3 !"#, %&’()*+,-./01
一要按市场化运作的方式, 紧扣马铃薯产业化

发展的各个环节, 积极扶持和组建一批中介服务组

织 , 通过中介服务组织的 培育发展 , 实 现龙头企

业、市场、基地、农户的利益连接。二要充分扶持

发挥现有马铃薯运销协会作用, 培养建立一批马铃

薯中介人才队伍。三要支持各类中介组织参与基地

建设和市场开发, 提高基地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发

展和规范各类订单生产、收购合同, 引导农民以土

地、产品、资金等要素入股的方式, 参与农业产业

化经营, 从加工和流通环节分得利润, 保护农民利

益。四要不断加大马铃薯 产业信息网 络建设 , 及

时、准确地了解市场信息, 把握市场行情, 为马铃

薯产业提供准确市场信息服务。要选 择一些品质

优, 产量高, 市场效益好的名特优新品种, 调整品

种种植结构 , 大力开拓销售市场 , 切实解决生产、

贮藏、加工、运输、销售等关键环节的问题, 力争

到 2005 年 , 全县实现外销鲜薯 18 万 t。五要优化

投资环境, 努力打造“ 平安西吉”、“ 诚信西吉”, 为

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3.4 !23, 567*+,-89./
市场是发展商品经济的载体, 又是农业产业化

的媒介。要推进马铃薯产业升级, 必须建立起完备

的市场体系。要逐步建立和完善龙头企业之间的市

场竞争机制, 严格市场准入, 实行统一包装、统一

质量标准、统一品牌、统一价格, 形成有序的市场

竞争集注机制。继续加强马铃薯销售市场体系建设,

进一步完善农业部定点的袁河马铃薯批发市场建设,

改善市场交易条件, 扩大规模, 完善功能, 使其成

为带动覆盖周边市场的马铃薯产品销售集散地。

3.5 !:;, %&<=7*+,:2>?@&
品牌是衡量一个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大

力实施品牌带动战略 , 要以傻傻集团改制为契机 ,

联强靠大民营企业, 加强企业管理和技改, 全面提

高产品质量等级, 扩大生产规模, 统一产品质量标

准和包装, 着力重塑和打造“ 银欧牌”淀粉品牌 , 扶

持争创驰名产品。同时积极争取“ 西吉绿色商品薯”

产地认定。抓紧西吉绿色商品薯和优质种薯商标的

征集、注册, 创新“ 西吉绿色商品薯”的品牌, 要借

助各种媒体和采用多种方式, 扩大对外宣传西吉发

展马铃薯产业的独特优势和广阔前景, 做大做强做

靓“ 中国马铃薯之乡”这块牌子, 推进马铃薯产业优

化升级, 进一步提高西吉马铃薯产业的知名度。

3.6 !ABCDE, %&<F7*+G、IJ
这些年, 由于人们只关注马铃薯种植面积的扩

大, 却忽视了防治马铃薯病虫害, 造成的损失已经

让人触目惊心。2004 年仅环腐病、早疫病、晚疫病

等 3 种病害导致马铃薯平均减产 300 kg·667 m-2, 全

县马铃薯种植面积 4.03 万 hm2, 直接减收 5 436 万

元, 这还不包括其它病害以及因各种病害带来的贮

藏期缩短、淀粉含量降低等一系列给农民和企业带

来的损失。因此, 如果不重视任其发展下去 , 全县

马铃薯种植面积锐减, 加工企业纷纷倒闭, 支柱产

业颓然倒下, 损失将无法估量。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并采取定期拔除田间感病的植株; 厚培土; 药物防

治; 割秧防病等措施防治, 确保产量和质量提高。

3.7 !KLMNOP, QRSTUVWX
马铃薯加工 企业的兴起 , 虽为马铃薯 产业发

展、当地农民增收、尽快实现脱贫致富做出了巨大

贡献。但随之产生的污水排放, 污染了县内主要河

流和水库。据固原市环境监测站 2005 年 4 月 10 日

监测结果表明 , 西吉葫 芦河夏寨 水库主要污 染物

CoD252.6 mg·L- 1, 超标 7.4 倍 , 水质为劣 V 类 , 影

响了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 对此, 政府一要高度重

视, 积极配合科研单位探索研究治理措施。二要用

循环经济的观念, 指导马铃薯加工中粉水粉渣的综

合利用。三要对已研发出的“ 马铃薯处理器”、“ 马

铃薯蛋白分离器”、沉淀剂等生化处理工艺和装备,

政府从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 , 使其尽快试产运行。

四要整合政府和企业多方面力量, 积极争取环保专

门项目以及依法征收排污费等治理途径, 确保马铃

薯产业持续、协调、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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