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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子长县是中国 “洋芋之乡”。马铃薯是我县传

统产业�有着悠久的种植加工历史�在全县农村经
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89年以来�县
委、县政府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提出的 “依托资
源�面向市场�择优开发�重点突破” 和 “南果北
薯” 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把薯类确定为振兴全县农村经济和农民脱贫致富的

主导产业。经过十多年的开发�薯类开发步入了产
加销一体化的轨道。
2　马铃薯产业优势
2∙1　地理环境气候资源优势

子长县位于延安市北部�是典型的黄土高原沟
壑区。土壤是黄绵土�质地良好�土层深厚�土壤
松疏。属温暖半干旱气候区�具有明显的大陆季风
气候特点。神延铁路横穿子长县�随着国家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加大和西部大开发机遇�县乡级公路四
通八达�网络建设和程控电话也在乡村建起。

光能资源丰富�日照长�光照充足。我县太阳
辐射量122∙5kca/l cm2�历年平均日照时数2570∙9
h�日照百分率58％�是延安市总辐射能源较高的
地方�也是我国辐射能源高值区之一。马铃薯是喜
长光照作物�长日照有利于马铃薯生长和绿色体进
行光合作用�利于营养转化和淀粉积累。

温度适宜�昼夜温差大。历年平均气温9∙1℃
≥5℃积温3687∙9℃�而马铃薯是冷凉作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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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所需活动积温1700～2500℃。本县热量资源
完全能满足马铃薯生育期需要。马铃薯块茎生长适
宜温度16～19℃�我县马铃薯生长关键期7、8、
9三个月�平均温度15∙9～18∙4℃�14∙5～16∙5
℃�8∙7～11∙5℃。在这样的温度条件下�块茎发
育正常。我县6～9月份平均日温差11∙5～14∙9
℃�气温日较差大�积温有效性高�有利于进行光
合作用�降低呼吸消耗�增加物质积累�薯块产量
高�淀粉含量高。

马铃薯生育期有充沛的雨量�较高的土壤水
分。子 长 县 降 水 较 少�变 率 大�年 降 水 量
512∙8mm�季节性变化较大7、8、9三个月降水
量约占全年的63∙8％�而8、9月份正值马铃薯现
蕾至开花期�是植株生长的旺盛期�对水分要求最
敏感期�也是对水分要求最高点�所以马铃薯需水
关键期与降水相吻合�故能充分利用降水�有利于
马铃薯生长正常需水的要求。
2∙2　技术优势

子长县1990年设立了薯业局�下设薯类研究
所、薯产品经销公司、薯业商场、淀粉厂、薯产品
包装厂、马铃薯脱毒良种繁育中心。我局现有马铃
薯专业研究人员10余人�专业推广人员20余人�
具有本科专业人员3名�大专6名。其中农艺师2
名�工程师2名�助理农艺师15名�初农10名。
5人曾被派到内蒙古大学生物系学习马铃薯脱毒组
培快繁技术；2人被派陕西师范大学生物系学习植
物组织培养。技术依托内蒙古大学生物系、陕西师
范大学生物系、省农科院、延安市薯业集团。
1998～2001年�我县对全国引进和收集的53

年品种做了三重复品种对比试验。经过几年认真细
致观察记录筛选对比�选育出适应我县种植的优良
品种 “克新1号”、“东北白”、“早大白”、“津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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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坝薯10号” 等。
1999年�在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

支持下�拔款150万元�建立占地0∙67hm2的马
铃薯脱毒良种繁育中心�其中建448m2的无菌实
验楼�配备了先进的脱毒仪器和设施�建良繁温室
5座�无立柱网棚2座。温室每年可不受自然条件
限制�根据生产需要全年运作�满负荷工厂化生产
试管苗、微型薯、原种。年可生产试管苗20万株�
微型薯10万粒、原种15吨�可满足667hm2二级
原种繁育田�6667hm2一级良种繁育�66667hm2
二级良种繁育田的用种需求。以此类推�用3年时
间�不但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县马铃薯品种退化问
题�而且可以辐射带动整个陕北地区马铃薯品种的
改良�并逐步发展成为西北地区的种薯生产基地。
2∙3　马铃薯种植加工优势

子长县土地面积广�人均占有耕地广�除了
“秀美山川” 工程外�年播种马铃薯面积稳定在
2∙66万 hm2。每667m2马铃薯的经济效益是种植
其他作物的2～3倍�我县紧紧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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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薯类产业化格局已成
雏形�全县有薯类专业村156个�加工厂点3510
个�形成薯类开发产值上千万元的乡镇12个�上
百万元的村86个�上万元的户3500户。先后有
1∙8万户、7∙1万人靠薯类开发脱贫�走出了一条
靠马铃薯脱贫致富的路子。其次薯类是我县的传统
产业�有悠久的种植和加工历史�覆盖面积大�再
加之我局专业推广技术员包乡到户�把最科学的种
植、管理、加工技术服务到户�形成了 “公司＋农
户” 的产业链�群众偿到了甜头�愿意接受�容易
掌握种植加工技术�所以陕北种植加工方面形成大
规模开发�前景非常可观。2000年�子长县被延
安市政府评为 “薯类产业开发先进县” 薯业局被市
政府评为 “农业科技推广先进单位”。
2∙4　马铃薯生产质量优势

子长县属大陆性季风气候�海拔930∙0～
1560∙3m�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沟壑区�气候冷
凉�风速大�田间自然隔离严密�传毒虫媒蚜虫
少�所生产种薯质量好�退化慢�病虫害发生率
轻。生产商品薯个大、薯形好、口感好�因昼夜温
差大�淀粉干物质含量好�出口创汇率高�因此
1995年全国首批百家特产之乡命名大会上�我县

被命名为 “中国洋芋之乡”。
2∙5　马铃薯贮藏优势

为了保障种薯在贮藏期不受窖里温度高伤热发

芽�低温冻窖�春季烂种、失水等；为了保障商品
薯在贮藏期间减少有机物的消耗�避免见光薯皮变
绿或味变质产生有毒物质；为了防止工业淀粉加工
马铃薯淀粉转化成糖�我县投资了300多万元修建
了2500t 马铃薯中低温库�配置先进设备�满足
了马铃薯的贮藏要求。据此�不仅可彻底解决本县
以往在种薯和商品薯贮藏期间的经济损失�而且为
整个西北地区的新鲜种薯和商品薯提供了贮藏保

证。
3　马铃薯产业现状

子长县薯类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品种混杂�退
化严重�结构不合理。极早熟品种、专用开型品种
种植比例小�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直接影响种植效
益；良种繁育中心虽建成�但规模小�经费不足�
效益低；马铃薯的潜力未能深挖掘；产业格局雏
形�产业链不牢固�服务体系弱�发展规模和效益
难于保证。
4　马铃薯产业化的发展方向

子长县薯类产业化发展总的思路是：稳定种植
面积�优化品种结构�加大科技含量�实现加工增
值�狠抓基础建设�以市场为导向�以良种繁育与
切入点�实现洋芋良种化�种植规范化�开发系列
化�产销一体化。围绕把子长建成西北最大的洋芋
良种繁育基地、出口基地和深加工基地为目标�唱
好马铃薯出口增值�良种增值�加工转化增值三步
曲�使 “中国洋芋之乡” 真正名符其实。

加快品种的更新步伐�完善和优化良种繁育基
地。加大优质新品种的引进和选育力度�面向世界
市场�开发种植适于出口的绿色马铃薯优质品种�
扩大出口量。加快良种繁育体系和基地建设�面向
西北地区选择培育优良品种�形成西北地区最大的
良种供应市场。

完善经营机制�加强外引内联。加快薯类产业
化进程�要加强与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加
快产品开发创新�当前尤其要加快马铃薯颗粒全粉
和油炸薯片项目的筹建�进一步拉长薯业产业链�
提高薯类加工增值率。积极内引外联�兴办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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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马铃薯产业是新世纪我国农业产业化最有发展

前景的产业之一�同时也是最有发展前途的十大营
养健康食品之一。近年来�西吉县依托县域马铃薯
种植面积大�龙头加工企业多�就地转化能力强�
生产成本低�产品销售畅的优势�积极加快产业化
进程�探索出了一条以优势资源带动优势企业�以
优势企业带动优势产业�以优势产业带动区域经济
发展的新路子。马铃薯已成为西吉县的支柱产业�
并被列入宁夏十大优质农产品基地之一�宁夏北方
淀粉股份有限公司进入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

业和国家经贸委重点联系的贸工农一体化龙头企业

行列。但是�随着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特别是
中国加入WTO后�我国完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国
际竞争与发展之中�中国将向具有极强竞争力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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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农产品市场进一步发展�这就有利于我国有一定
竞争优势的农产品出口�同时�又对质量差�成本
高�技术含量低的农产品及加工品带来新的挑战。
能否把有利条件用足�把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限
制�按照WTO规则要求�切实采取有针对性的措
施�加快技术创新和产品的精、深加工�提高质
量�改善品质是当前西吉县马铃薯产业急需解决的
重大课题。

本文根据调查研究和产业化的实践�对西吉县
马铃薯产业化现状进行分析�探讨了存在的突出问
题�提出发展对策�为进一步加快发展该县的马铃
薯产业提供依据。
2　西吉县马铃薯产业化发展现状
2∙1　基地建设不断扩大

抓好马铃薯基地建设是实现马铃薯产业化经营

的基础�更是做强做大马铃薯产业的首要条件。马
铃薯种植面积逐年扩大�由 “八五” 时期的1∙03
万 hm2上升到 “九五” 时期的1∙83万 hm2�增长
78∙1％�进入 “十五” 时期�全县马铃薯种植保持

加工企业�实施好龙头战略�通过良种开发�产品
开发�包装突破�用 “中国洋芋之乡” 之名打响子
长马铃薯良种品牌和产品品牌。建立起企业�基
地�农民间 “利益均沾�风险共担�共同发展” 的
规范运行机制�培养大批规范种植大户、专业村和
市场营销大户。鼓励农民通过以劳动、资金、土地
等到联合发展规模种植�兴建西北地区最大薯产品
批发市场�注重与大企业建立起长期的贸易关系�
借助大企业的优势�使子长薯产品进入大流通渠
道�确保马铃薯生产的稳定发展。

压缩面积�提高单产水平。子长县马铃薯种植
面积由原来的4万 hm2压缩到2∙6万 hm2�为了确
保高产稳产�虽然面积减少�但产量必须要有增无
减�这就必须增加科技含量。大力推广应用丰产栽
培技术和加强产前、产中、产后一系列服务。平缓
山坡地推广大垄沟栽培技术�川水坝地推广地膜覆
盖技术。产前必须提供优良品种和化肥；产中要做
到配方施肥�科学管理�加强病虫害防治；产后要
为薯农提供信息服务�开拓市场�促进销路�提供
贮藏条件等优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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