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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M 高忠仁! &.(#+" # 男# 助理农艺师# 从事脱毒马铃

薯种薯繁育及马铃薯机械化农场管理工作$

随着马铃薯各地间的互联调用# 对加工原料需

求的急剧增长# 对种薯及加工原料品 质要求的提

高# 我国现有的农户零散的生产方式已经严重阻碍

了马铃薯产业的发展$ 这时# 一种以农场为主体的

机械化% 规模化% 集约化的新型生产方式成为了必

然$ 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之势# 但是也存在着一些

问题# 现阶段农场的发展可谓是机遇与风险并存$

& 89:;<=>

!"! *,^_‘ab cdefb ghijkl
现阶段农场的经营# 基本上都是与诸如北京辛

普劳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美国上海百事公司% 东北

的上好佳公司等马铃薯炸条% 炸片生产企业合作#
为他们生产种薯或加工原料$ 可以说现阶段农场就

是加工企业的一个供种或原料基地# 是单一的生存

方式# 是被动式的发展 $ 如果一旦与这些公司的

合作出现问题或他们自身出现问题# 对农场将产生

直接的% 强烈的影响# 甚至是致命的打击$ 如北京

卡迪那公司的破产# 使许多农场受到了重大损失$
这也就是说# 现阶段农场的抗风险能力极低# 甚至

可以说根本没有$ 这将对农场的发展# 甚至对整个

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影响$ 因此# 农场发

展多种经营# 增加生存方式# 变被动为主动# 实现

多样化发展# 是极其重要的# 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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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农场与加工公司% 企业的合作关系# 决

定了农场只能种植他们提供的品种$ 同时# 由于各

加工% 企业间的竞争关系# 使得农场基本上只能与

其中的一个公司% 企业合作# 也就只能种植该公司

提供的单一品种$ 例如# 与北京辛普劳食品加工有

限公司合作# 只能种植& 夏波蒂’ 品种# 与其他炸

片公司% 企业合作# 仅能种植& 大西洋’ 品种$ 而

品种的单一性# 将会引发以下种种危害(
!&"易造成病虫害流行# 一旦发生# 难以控制(

在农场中# 都是大规模连片种植# 且由于品种的单

一性决定了植株都具有相同的特性# 使得植株没有

任何抵抗能力# 一旦有病虫害发生# 短时间内就会

大面积流行# 造成巨大的损失$
! $" 加快品种退化速度( 由于连年种植一个品

种# 势必引起品种退化$ 虽然现在马铃薯脱毒技术

发展很快# 脱毒种薯广泛应用# 但品种的单一性还

是会加快品种的退化速度$
! #" 引起品质下 降# 合格率降 低# 利润受损(

受到病虫害的频繁发生% 品种退化等各种不利因素的

影响# 产出的种薯% 商品薯的品质必然会下降# 合格

率降低# 严重影响农场的收入# 使利润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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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加工型品种已在农场中# 甚至整个国内占

据了统治地位$ 这些品种基本上都是从国外引进#
如大西洋% 夏波蒂等$ 但这些品种也存在着致命弱

点# 如易感晚疫病和病毒病# 退化速度快等$ 近年

来# 大部分农场都有面积不等% 程度不同的晚疫病

发生# 产量及品质受到很大影响# 使利益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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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阶段的农场大部分是与加工公司% 企业

直接联营# 其发展必然会受到这些公司% 企业的制

约$ 刚开始时由于加工原料短缺# 加工公司% 企业

对原料的品质要求较低# 收购价较高# 农场的利润

很高 # 效益较好$ 但随着众多有实力% 有技术的

个人% 公司大力进入这一领域# 情形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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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 然 加 工 业 的 加 工 能 力 以 每 年 !"#的 速 度 提 升 !
但是农场数量" 种植面积" 产量的增长速度远远高

于加工业对原料需求的增长速度# 在这种供大于求

的情况下! 加工公司" 企业必然会择优选用! 提高

对原料质量的要求! 同时降低收购价格! 经过这样

一升一降! 农场间势必会出现激烈的竞争$ 为了提

高原料品质! 只有加大投资! 使成本升高! 而售价

却降低! 这样! 利润自然就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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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以种植为主! 栽培技术水平的高低就决定

了一个农场档次的高低! 拥有先进技术的科技人才

对于农场就相当重要了$ 高水平的科技人才有着科

学的% 先进的栽培技术! 有着因地制宜的栽培" 管

理技术经验! 而这些对于农场的发展" 兴衰起着关

键的" 举足轻重的作用$ 高水平的栽培技术可以大

幅度提升产品的产量" 品质和合格率! 创造最大的

效益$ 如张家口市坝上农科所与北京辛普劳食品加

工有限公司合作! 在 $""$ 年我所开办机械化农场

%& ’($! 生产合格商品薯 ! )"" *! 平均每 ’($ +"
*! 每 ’($ 实现产值 +) """ 元! 纯效益 !, """ 元&
$""+ 年扩种至 )" ’($! 每 ’($ 实现产值 %"""" 元!
纯效益 $%%"" 元& $""& 年扩种到 $-" ’($! 每 ’($

实现产值 %% """ 元! 纯效益 $) !"" 元! 呈节节上

升之势$ 这种稳步上升的势态! 正是因其拥有强大

的人才队伍% 雄厚的技术力量! 拥有一套独特的%
科学的% 先进的栽培管理技术$ 因此! 科技人才水

平的高低! 栽培技术水平是否先进! 是一个农场兴

衰的主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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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农场和经营其他公司% 企业一样! 管理者

的水平是决定一个农场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这就

要求农场的投资人% 管理者具有先进的% 科学的经

营理念$ 做出正确的% 科学的决策! 使农场走向正

确的道路! 并最终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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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农场 的经营! 可在 不影响现有 合作公

司% 企业利益的前提下! 积极开拓市场! 发展多种

经营! 改变现有的’ 单一公司 .农场( 模式! 实现

多条腿走路的经营模式# 如积极与其他加工公司%

企业联系! 为他们生产其他品种的加工原料! 为南

方一些不能留种的地区生产种薯等# 这样! 即使一

个方面出现问题! 还有其他方面为其补偿! 降低损

失! 度过危机# 因此! 拓展合作伙伴! 增加经营项

目! 实现’ 多手抓(! 可以改善农场生存环境! 提

高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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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各农场中种植的专用加工型品种! 基本

上都是国外引进的品种! 这些品种自身都存在着致

命的弱点! 如易感晚疫病 和病毒病! 退 化速度快

等# 这就需要开发出具有抗病% 高产% 高品质和退

化慢的替代型加工专用品种# 而有这种能力的! 便

是那些科研单位% 院校# 与他们合作! 利用其研究

能力! 获得新品种! 实现品 种多样化! 增 强生命

力# 同时! 还可以获得技术! 新理念! 可谓是一举

两得# 合作方式可以是农场为科研机构提供资金!
科研机构为农场提供新品种% 新技术! 形成良性循

环! 实现双赢! 增强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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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病虫害的防治中! 以积极主动预防为主!
治为辅# 病害! 重点是对晚疫病的预防# 主要方法

为) 第一! 采用优质脱毒种薯为种子& 第二! 积极

以药物预防! 可用多种内吸性或其它类杀菌剂轮流

喷施! 以防止出现抗药性# 如用甲霜灵% 杀毒矾%
金雷多米尔% 代森锰锌% 杜邦克露% 大生等多种杀

菌剂每隔 %/, 0 轮换喷施! 可有效预防或减轻晚疫

病及其它病害的发生& 第三! 改进栽培方式! 做好

茬口轮作# 虫害! 主要以蚜虫% 地下害虫为主# 蚜

虫可传毒! 加重病害发生! 应以内吸性药物为主#
对地下害虫的防治! 可用呋喃丹% 地虫特杀等药物

对金针虫% 地老虎等进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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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科技发展的基础! 科技是农场发展的基

础! 因此! 人才对农场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 对于

人才! 可以采取’ 走出去! 引进来( 的形式# 所谓

’ 走出去(! 就是把现有的工作人员 送到各科研 单

位% 院校进行学习深造! 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 科

技水平! 为农场更好的服务& ’ 引进来( 就是以优

越的条件! 如提供高薪% 住 房等! 招聘 有真材实

学% 高水平的科技% 管理人才! 为农场的发展增加

力量#

�!!-�现阶段马铃薯农场化生产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高忠仁! 侯志臣! 高韶斌!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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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HIE 韦文科! !&’()" # 男# 壮族# 广西农业科学院推广

研究员# 从事马铃薯品种引进$ 筛选及栽培技术推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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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是以收获地下块茎为生产目的的兼用型

农作物# 除作粮食外# 还可以作蔬菜和饲料等# 据

分析& 同样是粮食作物# 在同等条件下# 其单位面

积上蛋白质的含量是小麦的 " 倍# 稻谷的 ( 倍# 玉

米的 !." 倍# 所含 /0 是苹果的 !# 倍# /+ 是苹果

的 $倍# 各种矿物质含量是苹果的 !# 倍以上% 马

铃薯不但营养齐全# 而且结构合理# 尤其是蛋白质

的分子结构与人体的蛋白质分子结构基本一致# 极

易被人体吸收利用# 利用率几乎达 !##1% 此 外#
马铃薯还含有其他粮食作物中没有的胡萝卜素$ 抗

坏血酸% 马铃薯的鲜茎和叶富含氮$ 磷$ 钾# 是一

种多功能复合肥# 收取块茎后# 把茎叶压青是很好

的绿肥# 对培肥地力# 改良土壤大有好处% 笔者一

直从事农技推广工作# 这几年来特别注重考察调研

我区马铃薯产业# 并积极引进区外马铃薯加工$ 贸

易企业到我区发展马铃薯生产2目前已与国内某大

型马铃薯加工企业签定数千吨的原料定单3最近又

赴河北$ 内蒙$ 甘肃$ 山东考察脱毒马铃薯科研$
生产企业# 对马铃薯种薯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 为

充分利用冬闲田发展我区马铃薯产业积累了一定的

经验# 同时也发现存在不少问题# 现浅谈如下# 仅

供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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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马铃薯在我国已列为四大粮食作物# 每

年播种 $%# 多万 45"# 据有关部门统计# 近期面积

将发展到 ,## 多万 45"% 就全国而言# 近几年由于

农业结构的调整# 受粮食作物和种植效益的影响#
三大主要粮食作物! 稻$ 麦$ 玉米"种植面积和总产

量正在逐年下降趋势% 我国三大作物平均单产远高

于世界平均水平# 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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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信息技术越来越发

达$ 先进# 了解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 尤其是计算

机技术及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 使我们足不出户

便可知天下成为了现实% 我们应当充分利用 互联

网# 从其浩瀚的资源宝库中获取所需的最先进$ 最

及时的产业信息# 如市场信息$ 品种信息$ 先进的

栽培技术等% 同时# 可以建立自己的主页$ 网站#
向世界宣传自己$ 了解自己% 扩大自身影响# 吸引

合作伙伴# 为农场的发展壮大增加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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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产业的根本出路 在于加工# 只 有加工

才能取得最大限度的增值% 因此# 农场 的最终出

路# 便是建立自己的加工企业# 走深加工之路%
现阶段我国马铃薯加工 业严重滞后# 附加值

极低% 目前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马铃薯 食品已达

"## 多种# 而我们仅停留在淀粉$ 粉条$ 粉皮等初

加工上# 潜在价值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一般来说#
鲜 薯 加 工 成 淀 粉# 可 升 值 ! 倍# 再 加 工 成 粉 条$
粉皮# 可升值 (6’ 倍% 薯条深加工后升值 ’# 倍#
土豆泥经深加工后升值 $# 倍# 油炸薯片的加工升

值为 "’ 倍# 膨化食品的加工 升值为 (# 倍# 加 工

为其它变性淀粉$ 淀粉糖等物质后# 升值潜力 将

更 大% 由 此 可 见# 农 场 建 立 自 己 的 深 加 工 企 业 #
是农场发展的必由之路# 也是最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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