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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长 县 薯 业 开 发 调 查

杨 光 明

�陕西省子长县薯类开发总公司 �刀。��

子 长 县薯类开 发 总公 司成立 于 ���� �
�

种植面积稳步增长
。

县委
、

县政府

年
，

其前身是 ���� 年 设立 的子长县薯业 把马铃薯确定为农村四项主导产业之首后
，

局
�

总公司现有职工 ��� 人
，

其中大专以上 总结经验
，

制定了
“

从粗加工突破
，

向深加

�� 人
，

中专以上 �� 人
，

中级职称 �人
，

初 工迈进
，

以加促产
”

的指导方针
，

在这一方

级职称 �� 人
�

总公司 下设薯类研究所
、

薯
�

针的指引下
，

通过兴办加工点
，

使子长县马

类生产技术推广部
、

三力食品总厂
、

薯类产 铃薯而积一年迈出一大步
。

品经销公司
、

薯业商场
、

捷达信息公司
、

�� �
�

加工转化初具规模
。

到 ����年全县

家村办企业和即将筹建完工的 ���� 吨马铃 拥有马铃薯加工厂
、

点 ���� 个
，

拥有加工

薯精淀粉厂
，

是融马铃薯生产
、

加工
、

销售 机械 ����台 �件�
，

有加工专业村 �� 个
，

为一体的松散型企业集团
。

加上专业户 ���� 个
。

���� 吨的精淀粉加工

厂即将筹建完工
。

全 县 ���� 年加工转化马

� 主要特点 铃薯 ’���� 万吨
。

加工转化率达 �” ���， 生

产粉条
、

粉丝 �
�

�� 万吨
。

薯业开发以来
，

子长县认真贯彻地区提 �� 有较 好 的经 济 效益 和 社会效益
�

出的
“

依托资源
，

而向市场
，

区域开发
，

重 ����年全 县实现加工产位 ���� 万元
，

销售

点突破
”

的方针
，

在各级领导 的重视支持 收人 ����万元
，

实现利税 ����
�

�万元
�

薯

卜
，

步人了产加销一体化开发的良性铂环轨 涟养猪 ��
�

�万头
，

纯收人 ���� 万元
，

全县

道
，

取得了一定成绩
。

农业人 �� 靠马铃薯生产人均纯收人 ���
�

�

主要特点是 � 元
�

����一 ����年子长县马铃薯种植面积�单位
� 万 亩�

年 份

种植面积 ��
�

��

���� ����

��
�

� ��夕�

����

��
一

�� ��
�

��

����年
，

外售鲜薯 �万吨
，

平均每公

斤价格 �
�

��元
，

计 ��� 万元
�

可喜的效

益
，

使农民在种植马铃薯上的观念正逐步改

变
，

从广种薄收向精耕细作过渡
，

使马铃薯

在
一

子长县主要粮食作物中净收益地位上升到

第一位
�

�
�

商品意识增强
，

群众积极性高
�

根

据调查
，

群众再不是种马铃薯充饥当菜
，

推

粉为过年的认识水平
，

所到之处
，

都是如何

搞加上
，

如何养猪
，

于�
·

么品种好出售
、

提取

淀粉多等话题
，

把马铃薯当成了宝贝蛋蛋
�

� 具体措施

�
�

各级领导重视
。

���� 年以来
，

子长

县排年召开一次专门会议研究安排薯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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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组织县级有关部门领导和乡镇领导到河

北卢龙和榆林镇川等地考察学习薯业开发经

验
，

加工技术� 并对全县薯业开发制定了一

系列优惠政策
，

在人
、

财
、

物等方面向薯业

工作倾斜
�

�
�

依靠科技
，

提高效益
�

薯业开发以

来
，

子长县薯类开发总公司高度重视新技术

的引进和推广
。

主要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

作� 一是引进新品种
�

全县先后共引进马铃

薯新 品种 �� 个
，
�个脱毒 品种大面积推

广
，

����年全县脱毒马铃薯品种面积达 ��

万亩
，

占全县马铃薯总播面积的 ��� � 二

是开展技术攻关
。

从 ���� 年起组织了 �个

科技攻关小组
，

对高产栽培
，

配套加工机械

的选型和研制
，

淀粉
、

粉条
、

粉丝质量达

标
，

系列食品
，

薯渣综合利用等项 目进行了

集中攻关
，

取得了显著成效
，

荣获了国家科

委
、

省人民政府扶贫先进集体奖
，

省农村科

技进步一等奖
，

粉条粉丝在 ���� 年全国星

火科技博览会上获银质奖� 加工机械已生产

出并投放到了加工点� 以马铃薯淀粉为主的

香薄脆
、

软糖
、

挂而
、

糕点等食品试验成

功
，

薯渣浓缩饲料
，

全价饲料配方试制成

功� 三是立足对外开放
，

开展技术引进和协

作
。

几年来
，

子长县与河北卢龙
，

山东海

阳
、

榆林镇川等地结为薯类开发友好县
，

互

相学习传授技术
，

交流经验
，

与省微生物研

究所等单位建立了协作关系� 四是重视种植

加工技术规范化
�

总公司与地区薯办
、

植保

站等有关单位合作
，

拟定了马铃薯脱毒繁育

栽培技术 � 淀粉
、

粉条
、

粉丝加工标准� 基

地乡 �镇�
、

村
、

示范户等六个标准
，

并通

过地区技术标准监督局审查通过
，

颁发全区

执行
。

�
�

加工突破
，

综合利用
。

子长县主导

产业开发的战略确定以后
，

总公司在吸取经

验教训的基础上
，

强化加工
，

以加工为突破

�」，

在政策上予以倾斜
，

凡兴办的马铃薯加

工企业和加工点免税三年
，

优先安排扶贫资

金
，

无偿提供技术等
，

这些措施的落实
，

使

马铃薯加工业迅速兴起
�

出现了三个转变 �

一是由手工业向机械化加工转变
�

机械加工

点发展到 ����个
，

占总数的 ���
，

拥有加

工机械 ����台 �件�� 二是由单家独户分散

加工向联合体
、

专业村转变
�

全县薯类加工

联合体发展到 ��� 个
，

专业村 �� 个� 三是

由粗加工向深加工转变
�

粉条由传统褐色
，

条杆粗细不匀转变为颜色白
、

条杆均匀
，

质

量明显提高
�

�
�

开拓市场
，

以销促产
�

在市场建设

和流通方面
，

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打

开县门
，

鼓励加工厂
、

点 自产 自销
，

专业户

长途贩运薯产品� 二是重视市场建设
，

总公

司建设 了薯业商场
，

建筑面积 ���� 平方

米
，

可设摊位 ��� 个
，

内有招待所
、

食堂
、

综合门市
、

农行营业所等服务设施
，

这将成

为陕北功能齐全的最大薯产品集散地� 三是

建立经销队伍
。

经销公 司现有经销人员 ��

人
，
����年销售粉条

、

粉丝 ���� 万公斤
，

鲜薯 �万公斤
，

并到各地调查信息和跟踪服

务
，

形成了以加工促销售
，

以销售促生产的

良性循环
�

� 存在问题

�
�

品种退化严重
。

由于 品种退化导致

马铃薯种植而积上去了
，

产量和质量却下降

了
。

����年引进 �
“

中心 ��
’ 、 “

中心 ��
” 、

“

紫花白
’ 、 “

乌盟 ���
’ 、 “

沙杂 ��
”

等 �个脱毒

薯优良品种
，

通过试验推广
，

显示了较高的

增产效益
，

创造 了川水地亩产 ����公斤
，

山坡地亩产 ����公斤的纪录
。

但是由于没

有建设良种繁育基地
，

良种都是交给群众 自

己繁育
，

群众只求产量
，

不管质量
，

甚至连

隔离区都不设
，

导致病毒感染迅速
，

种性退

化严重
。

���� 年脱毒薯平均亩产 ����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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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
，

����年亩产下降到 ���
�

�公斤
�

����

年脱毒薯平均含淀粉 ���
，

平均可提取

��
�

��
，

���� 年 脱 毒 薯 平 均 含 淀 粉

��
�

��
，

平均可提取 ���
。

以 ����年加工

马铃薯量计算
，

损失淀粉 ���万公斤
，

每公

斤按 �
�

�元计价
，

全县农民少收人 ���
�

�万

元
，

人均少收人 ��
�

�元
，

相当于 ����年农

民靠薯业生产的全部收人
�

�
�

没有骨干企业带动发展
，

上规模求

效益只是一句空话
。

其主要原因是资金短

缺
，

严重制约了薯类开发上规模
、

改质量
、

求效益的进程
，

许多推广科研项 目难以实

施
，

加工厂
、

点因资金紧缺不能满负荷运

行
，

利用 世界银行贷款建起的中型加工点
，

��� 的点由于缺少流动资金而关闭
。

特别

是新筹建的 ���� 吨精淀粉厂
，
���� 年经地

区计委批准立项
，
���� 年开始筹建

，

因建

材
、

设备价格成倍增长
，

致使资金缺 口很

大
，

不能如期建成投产
。

�
�

形不成规模效益
。

子长县现有 的

���� 个加工点
，

绝大多数是单家独 户经

营
，

而且 ��� 的户只有一台磨浆机
，

分布

在全县 �� 个乡镇
，

有产量
、

没批量
。

许多

外地客户和总公司要签订粉条
、

粉丝
、

淀粉

供货合同
，

但由于货源分散
，

运距长
，

产品

质量标准不统一
，

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
�

� 今后开发思路

�
�

科学种植
，

提高单产
。

今后在马铃

薯种植上要引导农民执行规范化种植技术标

准
，

使马铃薯面积增加到 �� 万亩并在提高

单产上狠下功夫
，

力争马铃薯总产上 �亿公

斤
。

一是尽快建立良种繁育基地
，

培育适合

陕北地区高产
、

稳产的食用
、

加工两大类优

良品种
，

坚持常年培育
，

改换品种不间断�

二是村村建立百亩马铃薯丰产 田
，

为农民作

出示范� 三是增加物化投人
，

破除
“

广种薄

收
，

不种百响
，

不打百石 ，�的旧思想
，

实行

精耕细作
，

配方施肥
，

合理密植
，

适时播种

等技术措施
。

�
�

调整现有加工点结构
，

提高产品质

量
、

增加农民投入
。

要因地制宜
，

对现有加

工点进行调整
，

引导农民集中资金
，

走出家

门将小规模加工点办成股份制小厂
，
求得规

模效益
。

通过举办培训班等形式
，

全面推行

《延安地区粉条粉丝加工标准》 ，

统一质量
，

拓宽市场
，

提高效益
。

�
�

建设骨干企业
，

保证薯类开发跃上

新台阶
�

据调查
，

目前子长县农村布设的马

铃薯加工机械基本达到生产需要
，

今后原则

上不需要重复布点
�

从长计议必须建设一些

高标准
，

高起点的骨干企业
。

据有关资料报

道
，

世界发达国家对马铃薯开发十分重视
，

马铃薯食品已成为家庭中必不可少的营养

品
，

我国近年来对马铃薯产品越来越重视
�

农村加工只是农民脱贫致富的捷径
，

不便于

新产品开发和大规模生产
�

目前要集中精

力
，

千方百计保证精淀粉厂投产
。

以后还要

建设 ���� 吨粉条厂
，

直接收购淀粉加工
，

促进农民延长加工时间
，

多加工马铃薯
，

刺

激农民大面积种植
，

以龙头企业带动薯业生

产向高产
、

优质
、

高效发展
�

力争马铃薯加

工产值上亿元
，

农民人均靠薯业生产纯收人

���元
。

�
�

积极培育市场
，

搞好销售服务
�

要

充分发挥薯类产品经销公司的作用
，

搞好办

活薯产品专业市场
，

形成 以市场为依托
，

乡
、

村服务站为骨架
，

以农民购销队伍为纽

带
，

以外地销售点为窗 口 的宠大市场体系
，

推动全县薯产品的销售
�

同时要重视市场监

督
，

打击掺杂使假
、

以次充好等不法行为
，

坚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
，

维护好子长县的薯

产品在广大用户中的信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