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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吉县发展马铃薯生产的基本经验浅谈

刘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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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建彭 李永军 张 佐

�宁夏西吉县农业局 �������

宁夏西吉县有着悠久的马铃薯种植史
�

近年来
，

随着农业的连年丰收和群众生活的

不断提高
，

他们更加充分地认识了马铃薯潜

在的经济价值
，

进一步确定了其主导地位
，

并响亮提出了
“

利用马铃薯优势
，

发展农村

支柱产业
’

的口号
�

据统计� ����一 ���� 年全县三年马铃

薯种植而各 ��
�

�万亩
，

占全县三年农作物

平均而积的 ��
�

��
，

平均单产 ������� �折

主粮 �
，

总 产 ����
�

�万 ��
，

实现 总产位

����
�

�� 万元
，

占全县三年种植业平均总产

值的 ��
�

��
，

人均增加收人 ���
�

�元
，

占全

县三年平均人均纯收人的 ��
�

��
�

� 建立高标准商品生产基地
，

树立新的发

展思路

一方面
，

加强宣传
，

大造舆论
，

向群众

广泛宣传发展马铃薯产业
，

建立马铃薯商品

基地的意义和重要性
，

让农民牢固树立
“

要

想富
，

先抓薯
”

的战略思想
�

另一方而
，

以

示范户
、

专业户等农村经营大户为龙头
，

建

立高产示范区
，

以点带而促进发展
�

以科技

为先导
，

提倡规范化经营
，

实行科学管理
，

推广马铃薯种植新技术和优良品种
�

按照这

一新的发展思路
，

从 ����年开始
，

在考察

论证的基础上
，

县委
、

县政府审批了
“

西吉

县马铃薯生产基地建设可行性论证报告
’ �

决定紧紧围绕马铃薯加工的龙头企业
，

加快

马铃薯这个支柱产业的发展步伐
，

千方百计

筹措资金
，

培育马铃薯生产基地
，

从而形成

了
“

以加工促基地
，

以基地保加工
’ ， ‘

依托优
势基地

，

加速发展搞开发
’

的良性循环
�

企

业与农业部门
，

农业部门与乡 �镇�签订合

同
，

由生产企业出马铃薯收购定金和技术服

务费
，

农业部门提供技术服务
，

以点带面
，

点而结合
，

帮助群众发展马铃薯生产
，

扶持

引导农民走
“

两高一优
”

农业的路子
�

����一

���� 年三年我县重点扶持城郊
、

新营
、

下

堡
、

白城
、

火石寨
、

夏寨等 �� 个乡
、

�� 个

行政村
，

累计建立 马铃薯商 品生产基地

��
�

�万亩
，

占全县同期马铃薯种植面积的

��
�

��
，

平均亩产鲜薯 ������
，

比邻近村

的大面积生产 田块亩增产鲜薯 ���
�

���
，

平

均增产率达 ��
�

��
，

三 年累计总产鲜薯

��
�

�万吨
，

占全县总产的 ��
�

��
，

总产值

达 ����
�

�万元
，

占全 县马铃薯总产值 的

��
�

��
，

占 基 地 内 种 植 业 总 产 值 的

��
�

���
，

在马铃薯基地内
，

仅马铃薯一项

人 均纯 收人 ���元
，

占人 均 纯 收人 的

��
�

��
�

� 建立组织
，

加强领导

大面积马铃薯生产是一项比较复杂的系

统工程
，

它涉及到 白然和社会两方面的内

容
，

只有领导高度重视
，

加强组织协调工

作
，

才能确保马铃薯生产在各个环节上的顺

利实施和相互衔接
�

因此
，

我县相继成立了
“

西吉县马铃薯开发服务中心
’ 、 “

西吉县马铃

薯高产优质高效综合栽培技术课题组
’ �

责

任到人
，

各行其职
，

各负其责
，

各记其功
�



·
���

·
马铃薯杂志

，

第 �卷
，

第 �期
，
����

在资金
、

技术
、

物资
、

生产
、

加工
、

销杏等

方而给马铃薯种植户以大力支持
�

� 竭尽全力
，

增加投入

我县马铃薯生产 自始至终得到各级领导

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

集中优势
，

花血本

开辟投资来源
，

加大投人量
，

扶持马铃薯生

产
�

据统计 � ����一 ���� 年三年共投人资

金 “ 万元
，

安排优质化肥指标 ���� 实物
、一吨

，

柴油指标 ��吨
，

调运马铃薯优良品种

��
�

�万 ��
。

� 依据市场经济规律
，

制定马铃薯收购最

低保护价格

我县按照农村市场经济发展规律
，

制定

了切实可行有利于马铃薯生产发展的倾斜保

护性政策
，

调动农民多种马铃薯的积极性
，

加工企业对马铃薯 的收购价格实行 随行就

市
，

卜�时制定了最低保护价
，

提前 子付给农

民 �� 万元的马铃薯收购定金
，

从而解除了

农民种植马铃薯的后顾之忧
�

弓 改良品种
，

发挥良种的增产潜力

我县的马铃薯生产
，

从改 良马铃薯品种

人手
，

在大力推广宁薯 �号等新品种的同

时
，

积极从甘肃
、

青海
、

山西等引进新品

种
�

近年来
，

示范
、

推广种植的新品种主要

是大 白花
、

青薯 ���
、

中心 �� 号等品种
，

另外
，

高原 �号
、

�号通过异地换种
，

精选

后搭配种植
�

到 口前
，

我县马铃薯良种化程

度 已达到 ��� 以上
�

通过普及推广 良种
，

收到了良好的增产效果
�

据我县种子公 司 ����年的试验证明
，

品种不同
，

产量结果亦不同
，

其产见的主次

顺序是 � 大白花 � 中心 �� 号 � 宁薯 �号 �

青 薯 ���� 高 原 � 号 � 静 薯 � 号

� ������� � �������� � �������� �

��������
。

�
‘

建立科技示范点
，

点上开花
，

面上结果

我们在全县三个不同的白然区域 �黄土

丘陵区
、

土石山区
、

河谷川道区�
，

因地制

宜地建立了 �� 个马铃薯开发科技示范点
，

采取行政
、

技术
、

物资相结合
，

领导
、

干

部
、

群众相结合
，

点面相结合
，

年初落实任

务与年终检查验收评比相结合
，

形成了领导

重视马铃薯支柱产业
，

各部门关心马铃薯发

展
，

技术人员蹲点传授马铃薯技术
，

广大群

众努力建设马铃薯基地的新局而
�

几年来
，

我们通过马铃薯科技示范点的创建总结和完

善
，

真正起到了树立样板
，

典型引路
，

点
�

上

出成果
，

面上出效益
，

点亮一盏灯
，

照亮一

大片的作用
�

全县涌现出了许多依靠马铃薯

生产发家致富的专业村
、

专业组和专业户
�

� 实行合同管理
，

目标计算
�

在马铃薯生产发展的管理工作中
，

层层

签订合同
，

口标计奖
，

任务具体分解到人
，

层层签定合同或责任书
�

县政府与县直涉农

部门及各乡镇签订
“

西吉县机关年度工作岗

位 口标责任书
”
� 县农业科技承包领导小组

再与各乡镇签订
“

马铃薯丰收计划集团技术

承包合同
’
� 县农业局与县精淀粉厂签定

“

原

料收购合同
”
� 县农技中心与各乡镇农技站

签订
“

马铃薯产销承包合同
”
� 乡镇农技站与

农户签订
“

马铃薯技术承包合同
’ �

平均每年

共签订各式各类责任书和产销合同 ����多

份
，

并实行
“

三定一包
’

�即定指标
、

定措

施
、

定人员
、

包总产�
，

到年终奖罚兑现
�

根据
“

西吉县 ����年马铃薯生产销杏实施办

法
’ ，

按照合同任务
，

由县精淀粉厂提取 �

万元的服务费
，

其分配办法是按行政管理人

员
，

技术人员 �
�

��的比例分配
，

其中农技

人员 所得服 务 费的 ��� 作为服务报酬
，

��� 留作马铃薯生产技术发展基金
�

� 推行薯豆套种立体复合农业种植技术
，

改革耕作制度

马铃薯套种豌豆立体复合农业技术在我

县农业中发展势头迅猛
，

为了使这一栽培新

技术在发展支柱产业中发挥更大作用
，

近年

来
，

我们引导农民进行试验探索
，

种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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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扩大
，

以薯豆复合型朴代单薯豆型� 在

套种方法上
，

改传统的遍地种植为规格播

种� 在种植形式上采取在空间
“

见缝插针
’

的

套作法
，

变一年一熟为两熟
，

提高土地生产

力
�

实践证明
，

它是二项行之有效的综合增

产措施
�

因此
，

按照 《 山早地早熟豌豆马铃

薯间套种技术方案 》 ，

采取试验
、 �

示范
、

推

广同步走的技术路线
，

组织人
、

财
、

物实施

了该项新技术
，

达到了增产增收的目的
�

为

了进一步发挥马铃薯和豌豆的经济优势
，

振

兴我 县农村生态经济
， “

西吉县马铃薯套种碗

豆高产栽培技术
’

作为我 县科技兴农项 �
，

经宁夏区科委科技兴农办公室审批立项
，

与

此同时
，

开展 了
“

早熟豌豆套种马铃薯带比

试验
’ 、 ‘ 一

早熟豌豆套种马铃薯养分规律运行

研究试验
’ 、 ‘ 一

早熟豌豆套种马长薯高产综合

农艺措施的研究试验
”

等课题
�

， 组装配套新技术
，

开设试验研究课题
，

为指导大面积生产提供科学依据

针对 我 县马铃 薯 生 产 中存在 的
‘

早
、

薄
、

粗
”

的弱点
，

我们在继承和发扬传统耕

作栽���措施的同时
，

因地制宜地大虽选择应

用了现代科学新成果
，

经过组装配套制定出
“

西吉县马铃薯丰产栽培技术要点
’

和
“

如何

科学窖藏马铃薯
’

等技术措施
�

几年来
，

在

单作马铃薯生产中
，

我们重点推行了精细整

斌 科学施肥
、

合理轮作
、

改良品种
、

新法

种植 �芽栽
、

小整碧种植
、

揣薯留芽等�
、

两法种植 �山地等高沟种植和川地宽行垄

作�
、

地膜覆孟栽培 以及植物生长调节剂等

系列技术的应用
�

另外
，

针对我县马铃薯综

合栽培技术问题
，

相应开设了
“

马铃薯高产

栽培数模试验
’ 、 “

马铃薯主要病虫害防治试

验研究
’ 、 ‘

马铃薯新品种引进试验
’

等课题
，

并取得比较满意的阶段性成果
，

为今后指导

马铃薯基地种植和大而积生产提供了可靠的

理论数据和决策依据
�

�� 捕捉市场信息
，

拓宽销售渠道

发展马铃薯支柱产业
，

最终 目的是实现

农业的高产优质高效
，

增加农民收人
，

发展

县域经济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

为

了增加马铃薯产品市场竞争能力
，

一方面
，

我们在组织区域化布局
，

基地化生产
， �

系列

化加工的同时
，

以市场为导向
，

严格遵循价

仇规律进行规模经营
，

组织力量掌握全国市

场信息
，

逐步建立信息服务网络
，

及时提供

科学的市场顶测分析信息
，

为加工企业和广

大农民提供正确的决策依据
�

另一方面
，

为

乌铃薯及其系列产品打人全国市场
，

参与市

场商品竞争
，

加大了宣传力度
，

提高我县马

铃薯农村产品的知名度
，

增加产品销告量
，

从而扩大了我县利用马铃薯优势
，

发展支柱
�

产业
�

我 县利用马铃薯优势
，

发展 支柱产

业
，

已形成了一定的卖方市场
，

马铃薯直接

销往陕西
、

湖北
、

河南
、

甘肃等地
，

显示出

很好的生态
、

经济和社会效益
�

在马铃薯系

列产品的销售上开阔了眼界
，

广交界户
，

积

极推销产品
�

一方面积极参加经贸活动
，

培

养和锻炼了一批推销人员
，

建立了一支自己

的推销队伍� 另一方而
，

进一步加强了区域

间技术交流与合作
，

从而带动了我县资源优

势的深度开发和经济发展
�

为了使我 县马铃薯生产系列开发再上新

水平
，

进人新领域
，

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

想
，

更新观念
，

大胆创新
，

树立大流通
，

大

市场
、

全方位
，

超常规
，

跳跃式的市场农业

意识
，

狠抓薄弱环节
，

变松散型的马铃薯基

地为密集型和专业性马铃薯基地
，

把产销脱

节两张皮合为产销挂钩一张皮
，

逐步向产加

销一条龙
，

贸工农一休化的高产优质高效农

业过渡
，

变局部性开发为整体开发
，

充分发

挥产业优势
，

依靠科技进步
，

加强宏观调

控
，

弧化服务
，

推动我县马铃薯支柱产业的

开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