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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长县地处黄土高原中部�土质为黄绵土�含钾
量高�气候属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昼夜温
差大�年平均气温9∙1℃�年降水量514mm�无霜
期175d�光照时数2570∙9d／年�与马铃薯的生长、
繁育习性相吻合�是马铃薯的最佳适生区之一。
1　薯类产业的开发现状

自1997年以来�我们紧紧围绕 “品种良种化�
种植规范化�开发系列化�产销一体化” 的指导思
想�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有关部门的
支持配合下�经过全县干部群众的艰苦努力�薯类
开发已步入产加销一体化的发展轨道�产业化格局
已成雏形。截止目前�全县有薯类专业村156个�
加工厂 （点） 3510个�形成薯类产值上千万元的
乡镇12个�上百万元的村86个�上万元的农户
3500多个�先后有1∙8万户、7∙1万人靠薯类开发
脱了贫�走出了一条靠薯类开发脱贫致富的路子。
因此�1995年在首批百家特产之乡命名大会上�
子长县被命名为 “中国洋芋之乡”。
2000年�全县种植马铃薯4万 hm2�总产45

万 t�加工转化15万 t�生产淀粉、粉条、粉皮
1∙8万 t�外销洋芋15万 t�全县实现薯业总产值
2∙09亿元�农民人均靠洋芋实现纯收入550元。
2001年�结合 “退耕还林 （草）” 政策的实施�我
们适时减少薯类种植面积�全县种植马铃薯2万
hm2�总产21万 t�加工转化马铃薯10万 t�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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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粉条、粉皮1∙2万t�向县外销售鲜薯5万t�
良种1000t�全县实现薯业总产值1∙11亿元�农
民人均靠薯类产业实现纯收入292元。2002年我
们稳定种植面积�加大科技投入�全面推广脱毒良
种�推广旱作农业耕作技术�全县种植马铃薯2万
hm2�从用途分�巩固提高667hm2良种繁育基地
和6670hm2出口及商薯生产基地。预计向县外销
售种薯及商品薯10万 t�县内加工转化马铃薯15
万 t�生产淀粉、粉条、粉皮1∙8万 t�实现薯业
总产值1∙62亿元�较上年增长45％。
1∙1　生产基地初具规模。

子长县近几年马铃薯种植面积稳定在2万 hm2左
右�占农作物总播面积的30％。1999年以来�我们实
施了薯类 “10＋1” 工程�在56个村建立了 “公司＋
农户” 式良繁基地及商品薯生产基地�基地村农户全
部使用脱毒优良品种�种植全部采用大垄沟耕作技
术�并与农户签订种植、购销合同�建立了稳固的经
济利益关系。据调查�“10＋1” 工程基地马铃薯平均
比普通田增产100多 kg�且结薯大�品质优�薯形
好�商品率由原来的60％提高到85％。
1∙2　依靠科学技术�狠抓良繁体系建设

为了搞好马铃薯的良种繁育工作�我们先后投
资150万元�建成了马铃薯脱毒良种繁育中心�本
中心建448m2无菌实验楼一座�配置了现代化脱
毒仪器和设备�建良繁温室5座�无立柱网棚7
座�年可生产脱毒马铃薯试管苗10万株�原原种
10万粒�原种15t�同时对引进和收集的53个品
种作了适应性对比试验�选育出适宜本地种植的早
大白、津引8号等极早熟品种；克新1号、万斤
薯、东北白等中熟品种；高原4号、坝薯10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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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熟品种。在此基础上�利用良繁中心繁育的脱
毒良种�与农户建立 “公司＋农户” 式的良种繁育
基地�大量繁育良种�除本县留种外�剩余良种全
部外销。同时对引进的草莓、水晶梨、芦荟等10
多种脱毒苗木花卉进行扩繁�为实现 “以薯为主�
多种经营” 的目标奠定了基础。为解决马铃薯贮藏
问题�2000年我们投资300万元�新建贮藏量为
2500t 的以马铃薯中低温贮藏库�使我县马铃薯良
种繁育体系不断完善�为把我县建成西北马铃薯脱
毒良种繁育基地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3　马铃薯加工业发展迅速

我县有年产1500t 的淀粉厂和粉皮制品公司�
有中、小加工点3510个�各类加工设备3072台
（套）。完全能够满足次品马铃薯的加工转化问题。
2001年加工转化马铃薯10万 t�生产淀粉1∙2万
t�实现加工总产值4800万元。同时加工后的薯渣
是一种很好的饲料。每年可利用薯渣养猪2万头。
目前我们在反复考察调研的基础上�拟新建 “马铃
薯颗粒全粉及复合薯片生产线” 项目�该项目已经
省计委批复立项�经省、市、县农行评估论证�落
实扶贫贷款1800万元�并积极通过招商引资等渠
道筹措资金�补足缺口�即可上马�促使我县马铃
薯加工业纵向发展�提高马铃薯附加值。
1∙4　积极开拓市场�促进薯产品销售

一是优化销售环境�禁止 “三乱”�形成薯产
品 “绿色通道”。目前�我县有薯产品经纪人650
人�冬春之间�来我县求购薯产品的客商络绎不
绝�特别是良种薯销售看好。2002年春形成了供
不应求的局面；二是和西安延炼工贸公司合作建立
基地�联合销售马铃薯；三是在西安市东十里铺东
大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建立销售服务关系�给我县马
铃薯贩运大户提供信息、销售结算等服务�扩大了
我县马铃薯的市场份额。
1∙5　依靠科学技术�培养出一支专业队伍

我们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这几年�曾派人赴
内蒙、甘肃、上海等地学习脱毒种薯生产技术�赴
陕师大生物系学习脱毒试管苗及花卉、苗木繁育技
术。并邀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给业务干部和部
分种植、加工大户讲授马铃薯栽培、田间管理、收
获贮藏、加工、销售等知识�与省农科院和市薯业
集团专家建立技术协作关系�他们经常来县讲课和
现场指导�解决我县薯类开发中的技术问题。目

前�我们总公司有各类专业人员39名�其中：高
级工程师1名�农艺师6名�助理农艺师21名�
技术人员12名。1991～1992年�公司有10几名
技术人员分别获 “陕西省农村科技进步一等奖” 及
优秀企业家和省 “三五” 人才二类人才称号。2000
和2001年�总公司先后被市政府、市农村工作领
导小组、市农牧局评为 “科技推广先进单位”、“薯
类开发先进单位”。
2　薯类产业开发的总体思路及奋斗目标
　　指导思想：结合退耕还林 （草） 政策�逐年减
少种植面积�优化品种结构�加大科技投入�提高
单产�狠抓基础建设�以市场为导向�以繁育良种
为切入点�从试管苗入手�实现 “品种良种化�种
植规范化�开发系列化、产销一体化”�尽快将我
县建成西北良种繁育基地县。

奋斗目标：2003年�全县种植马铃薯1∙87万
hm2�总产马铃薯36万t�加工转化马铃薯16万t �
实现薯类开发总产值2亿元�农民靠薯类人均纯收
入500元；2005年�马铃薯种植面积稳定在1∙34
万 hm2�总产达到40万 t�繁育良种2万 t�加工
转化马铃薯20万 t�实现薯类产值4亿元�靠薯类
开发农民人均纯收入800元；到2010年�马铃薯
种植面积为1∙34万 hm2�总产达45万 t�生产良
种2万 t�加工转化25万 t�生产淀粉、粉条、粉
皮3万 t�实现薯业总产值5亿元�靠薯类开发实
现人均纯收入1200元。
3　存在的问题

（1） 良种繁育体系虽已建成�但规模小�基础
设施差�没有病毒检测设备�经费不足�效益低。
（2） 马铃薯深加工严重滞后�附加值低。目前

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马铃薯系列产品已达200多
种�而我们仍停留在淀粉、粉条、粉皮等初加工
上�马铃薯的潜在价值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3） 市场体系不完善�信息闭塞�宣传力度

小�知名度低�薯产品销路有待于进一步发展。
（4） 马铃薯的品种结构不合理�早熟马铃薯种

植比例小�反季节马铃薯品种少�加工专用薯种植
少�直接影响种植效益。
（5） 产业链不够牢固�服务功能弱�公司、基

地、农户还没有形成稳定的经济纽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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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靠科技�加大薯类产业化建设进程
4∙1　依靠科技�积极培育基地

子长县是 “中国马铃薯之乡”�薯类开发是振兴
我县农村经济的一项主导产业。今后�我们要加大
科技投入�形成一个规模大、水平高、实力强的产
业带。一是充分发挥良繁中心和薯库的先进作用�
建立脱毒原原种→原种→一级种薯→生产用种薯的
良种繁育及生产体系�从试管苗入手�采用茎尖剥
离脱毒技术�大量生产试管苗、微型薯�形成 “公
司培育良种＋良繁基地＋农户” 的脱毒种薯生产链�
紧紧抓住关中等地每年需求良种薯的实际�把我县
马铃薯直接、间接销售给客户。二是全面推广旱作
农业耕作技术、配方施肥技术�提高单产�增加农
民收入�形成县有示范基地�乡有示范田块�村有
示范户的三级联动示范网络。技术上依托省农科院
和市薯业集团�争取把我县薯类种植列为杨凌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示范基地；继续搞好品种对比
试验；走订单农业发展路子�巩固和提高良繁基地
和出口及商品薯基地�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4∙2　加快品种结构调整�大量生产早熟型、加工
专用型马铃薯

在川台地实行地膜覆盖�种植早熟、优质的夏
马铃薯�在早熟品种种植上以 “早” 入手�抢占市
场�提高生产效益；在山坡地大量种植淀粉含量高
的加工专用型薯�提高品质�增加附加值。
4∙3　加强外引内联�采取 “借梯登高�借船出
海”�加快薯类产业化开发步伐

要利用子长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抓住西部
大开发和加入世贸组织的契机�通过招商引资等
渠道�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积极开发
新产品。力争使 “马铃薯颗粒全粉及复合薯片生
产线” 项目早日建成�促使我县马铃薯加工业横
向发展�提高马铃薯附加值。我们还将改造原有
加工厂 （点） 400个�新增高标准、规范化加工
厂 （点） 300个。
4∙4　积极开辟薯产品销售市场

一是继续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我县马铃薯的
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借助报纸、杂志、电视、
信息网等宣传媒体�广泛报道我县的薯类开发工
作；充分利用 “中国马铃薯之乡” 的牌子�对我
县马铃薯选定商标�申请注册�创特色名牌�增

强我县马铃薯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能力。二是鼓
励县内外客商经营薯产品�为客户提供信息�搞
好服务�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三是完善市场体
系�在巩固原有西安、长沙、武汉、广州、河
南、河北等市场的基础上�继续与西安丽融公
司、外贸公司建立长期的贸易关系� “借船出
海”�提高马铃薯商品率�扩大马铃薯出口量。
四是搞好薯产品市场销售定位�克新系列出口外
销�夏波蒂面对麦当劳、肯德基�早大白、津引
8号逐步占领夏季延安、西安等市场�繁育的良
种除满足本县外�向周边地区大力推销�特别是
大量销售给关中等地不留薯种的地区�通过各种
营销措施�使我县薯产品真正走进大市场�形成
大流通�实现好效益。
4∙5　加强内部职工队伍建设

人才是科技发展的基础�我们将多方面提高干
部职工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使他们能够适
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和产业发展的潮流。第一�邀请
大专院校教授或专家以及相关业务部门来子长进行

技术交流或现场培训�挑选精兵强将赴中国农科
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省师范大学生物系等
大专院校学习马铃薯脱毒栽培技术；第二�坚持一
年一度的集中培训�组织职工学习政治、法律法
规、业务等方面知识�使全体职工在业务技能提高
的同时�了解掌握国家有关法律、政策�适应市场
经济发展要求。
4∙6　结合 “退耕还林 （草）” 政策�搞好薯类产业
生产

种植马铃薯虽然经济效益可观�但由此造成的
水土流失问题也不容忽视�因而我们要采取相应措
施�使之协调发展。①合理调整种植地块。将坡度
在25°以上地块逐步退下来�还林、还草�25°以下
地块推广大垄沟种植技术�川台地、坝地且水源有
保证的尽量实行地膜覆盖。②合理间作套种。试验
证明�玉米和谷子与马铃薯间作套种�优势互补�
可提高单位面积经济效益。③马铃薯是养猪的优质
饲料�不仅块茎可做饲料�其茎叶还可做青饲料和
青贮饲料。对马铃薯实行加工�可将薯渣用来养
牛、猪、羊。发展养殖业�可以得到大量的有机肥
料�为马铃薯生产提供充足的肥料�从而有力地促
进马铃薯产量的提高�形成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
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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