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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马铃薯是宁南山区乃至宁夏全区的主要高效优

势作物
，

开发马铃薯产业对加快发展当地农业产业

化具有龙头带动作用
，

进而将推动地方区域经济的

发展
。

农业产业化体系包括种植业生产一商品加工

�市场营销三个主要环节
，

其发展不仅依赖于农业

资源条件
，

还涉及到农村经济基础
、

社会发展背景

等影响产业发展能力的诸多因素
。

本文围绕宁夏马

铃薯产业开发
，

全面阐述了马铃薯产业发展的有利
一

条件和现状
，

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制约因素
，

提出了设想与对策
，

以为进一步加快发展宁夏的马

铃薯产业提供参考
。

� 发展现状

�
�

� 生产种植

宁南 山 区历年种植 马铃薯面积约 �万 �时
，

“
七五

”
和

“
八五

”
十年 间平均鲜薯单产 �

�

����

�时
。 “
九五

”
以来

，

宁南山区马铃薯生产有了长

足发展
，

面积迅速扩大
，

单产 明显提高
，

总产增

加
。 “
九五

”
前四年

，

宁南山区八县马铃薯种植面

积平均达到 �
�

��万 �时
，

较过去三年平均增加

�
�

�� 万 �耐
，

接近翻 了一番
，

占到 同期粮食作物

播种 面 积 的 ��
�

�� �
，

农 民人均 种植 面 积 突破

���时 � 鲜薯单产实现 ��
�

�����时
，

折主粮 �
�

����

�时
，

主粮单产较过去 �� 年平均提高 �
�

�����时
，

提高 ��
�

���
，

总产马铃薯鲜薯 ���
�

�� 万 �，

折主

粮 �
�

��亿 ��
，

占同期粮食总产量的 ��
�

���
，

马

收稿 日期
� ����一 ��一 ��

铃薯为山区农业人 口人均生产主粮 �����
。

其中
，

����年马铃薯种植面积达到 ��
�

�� 万 �时
，

鲜薯

单产 ��
�

�������
，

总产折合主粮 �
�

�� 亿 吨
。

�
�

� 新技术推广

长期以来
，

宁夏农技人员把握马铃薯生产区的

生态条件
，

以良种 良法配套为途径
，

以高产高效为

目标
，

把传统种植经验与现代栽培技术结合起来
，

通过深人试验研究和调查总结
，

逐步形成了较为完

善和成熟的马铃薯综合增产增效技术体系
，

并在生

产中得到广泛应用
。

其主体内容包括
�
因地制宜选

用高产型
、

早熟型
、

高淀粉型
、

油炸型等优质专用

品种 � 实行脱毒化种植
，

建立 以夏播留种
、

芽栽
、

小整薯播种
、

窖繁种薯等为途径的留种保种制度 �

实行合理轮作
，

加强农田耕作 � 推广早熟型品种的

地膜覆盖栽培 � 推行宽窄行平种垄植
、

坑种垄植等

新法种植方式 � 发展以马铃薯为纽带的豆薯套种
、

玉薯间作等立体复合种植 � 推广以
“
增施有机肥

，

巧施氮肥
，

多施磷肥
，

补施钾肥
”
为原则的优化配

方施肥
。

适期播种
，

合理密植 � 灵活采用坐水穴

种
、

探墒深播
、

豁干种湿等抗旱播种技术 � 重视中

耕培土 � 加强病虫害预测预报和综合防治 � 运用化

控技术和摘花打顶控长促壮等
。
����年

，

综合增

产增效技术推广面积达到 �
�

�� 万 �时
，

在生产中

覆盖率达到 ��
�

��
。

其中
，

优质专用 品种种植面

积 �
�

�� 万 ��� ，

脱毒化种植 �
�

�� 万 �时
，

宽窄行

平种垄植 面积 �
�

�� 万 �时
，

豆薯套种 �
�

�� 万

�时
。

综合增产增效技术的推广应用
，

保证了当年

马铃薯在遭受严重秋早情况下平均鲜薯单产仍达到

��
�

�����时
，

较同类旱年的 ����年增产 �
�

����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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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幅 ��
�

��
。

宁南山区马铃薯脱毒种薯繁育体系 已建立健

全
，

拥有先进的仪器设备
，

完备的种薯质量检测手

段
，

过硬的专业技术队伍和优 良的种薯繁育基地
。

繁育体系 目前控制温室和网棚 �
�

���爪�
，

原种繁殖

隔离区 ��
�

��时
，

一
、

二级种薯生产基地 �
�

�� 万

�时
。
���� 年扩繁脱毒苗 �� 万株

，

繁育原原种微

型薯 �
�

��万 ��
，

生产原种 ��
�

��万 ��
，

一
、

二级

种薯 ��
�

�万 �。

以后历年不间断滚动生产
，

可保证

�
�

�� 万 �时 以上的脱毒马铃薯生产持续稳定发展
。

�
�

� 加工转化

马铃薯销售
、

加工已成为宁南山区农村经济的

支柱
，

也是农民增加收人的主要渠道
。

目前
，

宁南

山区马铃薯直接食用和饲用
、

留种
、

商品转化部分

分别约为 ��
、

巧 和 �� 万 �
，

各 占鲜薯总产量的

���
、
���和 ���

，

商品转化部分 中
，

外销返运

约 �� 万 �
，

收购加工约 �� 万 �。 马铃薯加工方式以

淀粉企业深加工为主
，

其次为手工作坊的传统初级

粗加工
。

近年来
，

宁夏全区建成大
、

中
、

小型马铃

薯淀粉加工企业 �� 家
，

形成淀粉系列年加工能力

�� 万 �，

年收购消化鲜薯 �� 万 �，

主要产品有粗淀

粉
、

精淀粉
、

预糊化淀粉
。

初级粗加工是宁南山区

马铃薯的传统加工转化方式
，

山区八县 目前共有加

工作坊 ����多家
，

相对集中的分布在具有加工传

统的乡镇和村队
，

年收购消化鲜薯 �� 万 �，

主要产

品为粗淀粉
、

粉条
、

粉皮和粉丝等
。

�
�

� 市场营销

马铃薯淀粉企业的深加工制品
，

在保证质量的

前提下
，

市场销路较为宽广
，

精淀粉和预糊化淀粉

主要销往东南沿海作鳗鱼饲料和方便面添加剂
。

手

工作坊近年来注意提高粉条
、

粉皮和粉丝等产品质

量
，

并在包装上进行改进
，

适应市场需求采用小型

精包装
，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市场竞争能力
，

使得

部分产品远销区外
，

进人城市
。

� 存在的问题

�
�

� 产业开发链不完善
，

加工转化环节薄弱

完善的农业产业链包括配套合理
、

运转协调的

种植生产�加工转化一市场销售三个主要环节
。

宁

南山区虽然具备马铃薯资源优势
，

但由于加工转化

环节薄弱
，

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开发链条和完善的

产业开发体系
，

制约着马铃薯产业的发展
。

宁南山

区马铃薯加工转化环节薄弱
，

首先表现在加工转化

能力不足
。

现有的 �� 家淀粉加工企业规模普遍偏

小
，

年产淀粉万吨以上的只有 �家
，

最大的也只有

�万 �，

全部企业年吸收消化鲜薯不足马铃薯总产

量的 ���
。

而且企业布局不合理
，

各县发展不平

衡
，

几乎所有的大
、

中型淀粉企业都集中在西吉等

少数 �一�个县
，

盐池
、

同心
、

海原
、

彭阳等大部

分县基本处于空白
。

手工初加工主要集中在具有行

业传统的乡镇和村队
，

远未普及到千家万户
，

加之

仅限于追逐马铃薯原料的季节性供应而从事阶段性

生产
，

一年内加工时间只有 �个月
，

造成产品旺季

相对过剩
，

淡季供不应求
。

由于加工转化环节跟不

上
，

收购吸纳能力有限
，

时常出现农民卖薯难和压

级压价现象
，

特别是在丰收年份
，

大量的马铃薯低

价惜销或无奈用作饲料甚至滞销腐烂
，

使农民利益

遭致惨重损失
。

�
�

� 马铃薯品种结构单一
，

综合增产增效技术普

及率低

目前宁南山区各地仍然维持种植品质差
、

与市

场需求不相适应的传统食用型品种
，

高淀粉型
、

早

熟型
、

油炸型等市场需求旺盛的专用优质品种尚未

得到开发种植
，

更谈不上规模生产
。

品种结构与市

场需求脱节
，

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马铃薯产业的

发展
。

经过多年的试验研究
、

生产实践调查总结和

组装配套
，

在宁南山区已发展成熟了一整套分别适

应各生态类型区应用的马铃薯综合增产增效技术体

系
。

但受推广体系不健全
、

推广机制不适应
、

推广

人员少
、

推广经费短缺等条件的制约
，

马铃薯综合

增产增效栽培技术特别是其中的脱毒化种植
、

留种

保种制度
、

立体复合种植
、

病害防治等关键技术内

容并未得到广泛推广
，

人户率低
，

覆盖面窄
，

规范

化程度差
，

技术效应不能得到有效发挥
。

�
�

� 脱毒种薯繁育体系不能保持高效
、

快捷
、

健

康运转

多方投资建设的宁南山区马铃薯脱毒种薯繁育

体系已建立健全
，

脱毒化种植在实际生产中的增产

增收效果也得到广大群众的广泛认同
，

但繁育体系

缺乏宏观管理
、

统一协调和有效监督
，

不能保持高

效
、

快捷
、

健康运转
，

出现了一些不 良
、

消极的现

象和后果
� ①繁育规划不明确 ，

各 自为战
，

传统主

栽品种的脱毒种薯大量重复繁育滞销
，

而新型优质

专用品种的脱毒种薯农民求购无门
。 ②没有一套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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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质量标准体系指导
、

规范
、

监督各生产经营单

位的脱毒种薯繁育
，

脱毒种薯市场鱼龙混杂
，

良芬

不分
，

以次充好的现象相当普遍
，

甚至出现将商品

薯作为脱毒薯销售而坑农害农的行为
。 ③价格管理

混乱
，

不能体现优质优价
，

生产经营单位缺乏努力

降低繁育成本
，

提高脱毒种薯质量的紧迫感和原动

力
，

市场失去了平等竞争的机制
。

�
�

� 社会化服务滞后

尽管宁南山区各县都将马铃薯作为增加农民收

人
，

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加 以培植和扶

持
，

但这些机制仅限于产中的种植技术服务和一般

的服务性管理
，

并不具备产业开发的全程总体服务

职能
，

特别是信息和销售服务滞后
。

� 设想与对策

�
�

� 努力促进马铃薯资源商品化转化

制约宁南山区乌铃薯产业化发展的主要环节在

于马铃薯资源的商品转化
，

商品转化则依赖于市

场
。

因此
，

根据市场需求
，

采取多种途径提高马铃

薯资源商品转化率
，

才能够促进宁南山区马铃薯产

业向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
。

在促进马铃薯资源商品

转化过程中
，

要实施兴企强龙工程
，

扩张龙头带动

作用
。

加大扶持力度
，

高起点建设新龙头企业集

团 � 对现有大
、

中型加工企业完善运行机制
、

加快

技改和扩建步伐
，

提高消化加工能力
，

对小型加工

厂采取联合兼并等办法
，

组建跨地区龙头企业 � 优

化企业布局
，

平衡收购消化各地马铃薯原料
，

减轻

运输负担
。

在促进马铃薯资源商品转化过程中
，

要

加强市场调研
，

开发适应宁南山区社会经济条件
、

有市场前景的加工项 目和精深产品
，

打出自己的品

牌
，

延长增值链
，

提高附加值
。

在促进马铃薯资源

商品转化过程中
，

不应忽视传统手工初加工
，

要注

意引进新技术
，

提高初加工产品质量
，

改进包装
，

借助加工成本低的优势进一步开拓市场
。

�
�

� 依靠科技进步
，

狠抓种植基地建设

在宁南山区积极调整优化种植结构
，

支持农民

扩大种植马铃薯
，

使山区八县马铃薯种植面积稳定

在 �� 万 �时 以上 � 在北部引黄灌区引导农民开发

种植马铃薯
，

开辟新的种植基地
。

要 以市场为导

向
，

效益为 目标大力进行 品种结构调整
，

进行高

产
、

高淀粉
、

早熟型
、

油炸型四大类型品种合理搭

配
。

近期宁南山区应以高产
、

高淀粉品种为主
，

适

度发展早熟型和油炸型品种 � 北部引黄灌区着力发

展早熟菜用型品种的地膜覆盖栽培和油炸加工品种

的规模种植
。

大力推广马铃薯综合增产增效技术
，

提高人户率
，

突出针对性
，

最终提高科技贡献率
。

今后一段时间
，

要着重抓好种薯脱毒化种植
、

以小

整薯为主的留种保种制度
、

以宽窄行平种垄植为主

的新法种植
、

以豆薯套种和玉薯间作为主的立体复

合种植
、

以坐水种为主的抗早保苗技术
、

以早熟菜

用型品种为主的地膜覆盖栽培
、

以疫病为主的病害

防治等关键技术内容的到位率和规范化水平
。
要制

定合理规划
，

分别建设适度规模的脱毒种薯基地
、

收购加工的高淀粉品种基地
、

外销返运的早熟菜用

型品种基地等三个种植基地
。

淀粉企业要投人资金

引进筛选适合各 自加工的专用品种
，

向农民发出
“
订单

”
预约生产

，

避免农民一家一户种植的盲 目

性
。

�
�

� 加强组织管理和协调监督
，

规范马铃甚脱毒

种薯的繁育生产和经营销售行为

业已成立的脱毒种薯繁育体系协调领导小组要

充分利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强化组织管理和宏观

调控
。

根据市场需求
，

详细制定历年的繁育生产规

划
，

繁育计划要落实到各个品种
，

生产任务要分解

到具体单位
，

避免各 自为战和盲 目冒进
。

种薯生产

经营单位要加强 自身管理
，

保证种薯质量
，

降低生

产成本
。

农业执法部门要介人种薯繁育的全过程
，

加强质量监管
，

实行种薯推广许可证制度
，

严禁不

合格或假冒脱毒种薯流人市场
。

农业和物价部门要

本着优质优价的原则
，

制定全区各级种薯统一指导

价
。

用种单位和农户
礁

优择价选调种薯
。

�
�

� 健全服务体系
，
搞好社会化服务

要以农业部门和涉农部门为基础
，

以现有的服

务体系为主体
，

以专业合作社
、

专业技术协会等新

型农民互助合作组织为重要补充
，

建立和健全信息
、

科技和销售三大服务体系
。

农业部门要发挥优势
，

努力搞好社会化服务
。

从指导农民调整优化种植结

构到建设马铃薯种植基地 � 从向农民提供产前市场

需求信息和品种及种薯服务
、

产中种植技术服务向

产后销售服务延伸等
，

都可 以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

在技术
、

信息
、

物资方面提供优质服务
，

使农业部

门成为马铃薯产业的组织者
、

实施者
、

推动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