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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纪 要

中国作物学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年年会于���� 年�月��一��日在春城昆明举行
。

本届由云南

省农业厅承办
、

福建亲亲股份有限公司协办的年会共有来自全国�� 个省
、

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犯�名代表

参加
，

基本代表了我国从事马铃薯教学
、

科研
、

生产和加工行业等各个方面
，

是我国在世纪之交举办的一

次马铃薯界的空前盛会
。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
“
面向�� 世纪的中国马铃薯产业

” ，

其目的是在我国马铃薯产

业刚刚兴起的形势下
，

分析其发展现状
，

探讨其发展趋
，

以及如何为我国马铃薯产业的发展提供技术和舆

论支持
。

与往届年会相比
，

本届大会的特点是马铃薯加工业和马铃薯种薯生产企业的代表所占的比例显著

增加
，

充分说明了我国马铃薯产业发展的喜人局面
。

年会采用了大会报告
、

分组讨论和现场参观的方式
，

为与会代表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发表见解的良好

氛围
。

中国作物学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

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副所长
、

研究员屈冬玉博士

在大会上做了专题报告
。

他指出
，

我国马铃薯产业的大发展即将到来
，

马铃薯产业的多样化局面已经形

成
。

马铃薯作为我国重要作物种类之一及目前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重要作用
，
已经越来越引起国家及

地方政府的重视
。

但是
，

面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历史机遇
、

加入 ���的挑战以及加工产业的迅速发

展和种植业结构调整对技术支持的迫切需求
，
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和解决

。

代表们在讨论中也就种薯生

产技术及质量控制
、

加工行业与种植业的关系
、

以及新品种选育和栽培技术等问题发表了很好的见解
。

代

表们提出
，

我国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应在种植业与加工业的有机结合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

应加强二者之间的

联系
。

本届年会的另一个特点是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数量有显著增加
，

反映了不仅马铃薯产业在兴起
，

而

且支持产业化发展的科学技术正在为其发展提供技术储备
，

为我国马铃薯产业化进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

如

关于生物技术在品种改良中的应用
、

晚疫病的综合防治措施
、

种薯生产技术的改良等均有了明显进展
。

在

本届年会召开的同时
，
还举行了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

。

会议总结了专业委员会上一年度的工作
，

以及 �中

国马铃薯�杂志的出版发行工作
。

根据部分委员或因工作变动
、

或因退休等因素
，
已不再适合担任委员的

情况
，

提出了调整部分委员的意见
，

并初步拟定了专业委员会���� 年换届改选的方案
。

会议还就下一阶

段的工作进行了部署
。

根据甘肃农业大学的申请
，

并结合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实施
，

专业委员会同意����

年年会由甘肃农业大学承办
，

并决定在兰州举行
，

会议时间初步拟定在����年�月
。

本届年会得到了云南省农业厅
、

福建亲亲股份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
。
云南省农业厅厅长潘政扬先生

、

福建亲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李宝读先生出席了大会并在开幕式上致词
。

农业部张长生女生也在大会开幕式

上讲话
。

部分我国马铃薯界的老一代科学家也亲临大会
，

为我国马铃薯产业的发展献计献策
。
一些因故不

能到会的老专家还为大会发来贺电和贺信
，

对本届大会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
。

这次大会是一次成功的大

会
，

特别是出现了许多新面孔
，

体现了我国马铃薯行业兴旺发达
、

后继有人的大好形势
。

大会号召全国马

铃薯界同仁团结合作
，

努力工作
，

为将我国马铃薯产业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而努力奋斗
。

中国作物学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