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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山区发展马铃薯生产的探讨
� �

一从岩水乡发展马铃薯生产历史与
现状 引出的思考

廖先德 廖玉林 梅德安

�四川 省开 县农业局 �

马铃薯是 山仄农民的 主 食
，

有
“
半 年

粮
”
之称

。

马铃薯灼丰欠直接关系着山区农

民吃饭的大间题
，

年平吃饱饭
，

遭 灾 挨 饥

俄
。

岩水乡准四川开县特困山区乡之一
。

有

农耕地 �� 。咒亩
，
农业人均耕地 �

。
�亩

，
农

拼地以旱地为主
， ，�拼地的���

。

马铃薯近

��年的种植而积在 ����一����亩之间
，
约

占旱地的���
，

农业人均种植面积 �
�

�亩左

右
。
�，‘ 了年前平均亩产徘徊在 ��� 公 斤 左

右
。

通过 飞年时间的努力
，

平均亩产逐步提

高到 ����公斤
，

亩净 增 ，���公 斤 ，

增 产

���
，

年总 净增���万公斤
，

按每公斤�
�

��

元计
。

年增缸��万元
，
农业人均增收��

�

��

元 � 其中
，

为县内低
、

中山地区提供种薯由

����年 前琢午的 ” 万公斤捉高�����万公斤
，

比 ����年净增 卯 万公斤
，
每公斤按净增值

�
�

�� 元计
，
征年净增收入�

�

��万元
，
农业人

均再增收 �
�

把 元 � 两项相那
，

仅马 铃 薯一

项
，

每年农业人均增收 ��
�

��元
，
它为贫困

山区农民如期越过温饱线立下了汗马功劳
。

实践证明
，
马铃薯不仅是贫困山区种植业的

骨干作物之一
，

农民的主食
，

同时
，

它还促

进了畜牧业生产四发展 � 加工成的淀粉和薯

干除郁分的商品出售外
，

还可作灾年的备荒

食粮
。

贫困山区发展马铃薯生产是大有可为

�蛋勺
。

� 找准症结
，

解决突破琳涧路子

岩水乡与其它贫困山区一 样
，

气 候 条

件
，
地形地貌

、

大同小异
。

该乡旱地多分布

在海拔 ���一 �的�米之间
，

乡境 内
，

沟峪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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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

花序抽出
，

尚未开花的时候及时
一

将其花

蕾摘除
，

能抑制顶端生 长
，

促使养分和水分

倒运供地
一

侧央茎生长
，

达到增产的 目的
。

摘

花蕾过早易形成分枝
，
造成植株徒长 � 过迟

则增加养分肖耗
。

摘花蕾时
，

在植株上部第

一片叶的灿 勺
，

用指甲切去即可
。

实行 贾播留种
、

加速种子提纯复壮

马铃著 泛播 留种是防止退化 的 仃 效 措

施
。

方法是将薯块在低温条件下贮藏到夏未

��月下旬至 �月中
、 一

下句�播种
，
使其在

晚秋冷凉的气候条件下结薯
，
以供大田生产

作种之用
。

夏播马铃薯作种
，

由于种薯新鲜

饱满
， ‘

绮养丰富
，
母体养分消 耗 少

，
抗 性

强
，
可以长川保持

��
、
种的优良种用品质

，

防

止退 化和多种钩害蔓延
，

保持种性的高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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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坡斜峪深

，

小气候复杂多 变
，
种 植作

物
，
易遭冰雹

、

秋雨袭击和危害
，
同海拨地

带
，
阴阳坡农事季节差异极 大

。

总 的 是
�

“
春迟

、

夏短
、

秋早
、

冬 长
、

多湿
、

寡照
”
的

气候特点
。

与种植作物的条件比较
，
属于前

作发展马铃薯后作套种玉米生产的优势区
。

该乡种植马铃著历史悠久
，
据史 料

一

记载
，

始

种于明末清初
，
以

“
米洋芋

” ， “
乌洋芋

” ，

“
花米洋芋

” ， “
紫洋芋

” … …等品种为主
。

当时种植耕作粗放
，

肥水条件极差
，

病虫危

害严重
，

亩产难过千斤
。

解放后��年代中期

引进
“
红窝洋芋

‘ ， ，
开始实行薯玉间作两熟

，

拼作极小规范
，
两季作物共生矛 盾 难 于 解

决
，

相互制约
，
厂�

一

见 �又，�万� ��年代末至 ��

年代初 引迸
“
巫峡洋芋

” ， “
万农 � 号

”
和

“
马尔科

”
等品 �系�种

，

产量 大 幅 度 提

高
，
亩产 ���一��� 公斤 � �� 年代随着人 口

的增长
，

复种指数的提高
，
间套种植逐年扩

大
， “

马尔科
”
成为主栽品 种

。

据 调 查
�

“
马尔利

’夕
利

，
植面积占全乡种植面积的���

以上
，

基本形成品种单一
，

一遇高温
、

多湿

的恶劣气候
，

晚疫病大面积 发 生
，
造 成 减

产 � 另方面
“
马尔科

”
种植达廿余年

，
不同

程度地感染了病毒
，

这是 山区马铃薯生产停

滞不前的
“
症结

， 。

根据这一现状
，

把 马 铃

薯生产的重点 首先放在搞好品种的提纯复壮

和引进
、

试验
、

示范新品种为主要内容的工

作上
，
同时建立良繁基地

，
为马铃薯生产的

再发展
，

贮备品种资源
，

增强生产后劲
。

� 去杂提纯
，

加快更新换代步伐

从 �，�书卜开始经历 了 �个年头
，
在普查

的墓础土
，

以海拔 ����一 ���� 米的地带的

双棚村为墓点
，

乎毕遍开展主 栽 品 种
“
马 尔

科
”
的�����

�

�去杂少劣丁作 要求行户定点选

择植株
产�

一

长较为，齐 ， 一

长势健旺的地块一亩

左右
，

��为种洲� 川 叻
�

个村共建立种劳

田块 ��。 山
‘ �

作为下年
尸

�
��

声 自用的种薯
，

工

作迈开了第一步
。

其主要技术要求是
�

收挖

前逐块逐株地进 行检查
，

严格除去病株
、

劣

株和变异株
，

采取点窝清除的办法后
，

然后

进行种薯的 次挖 � 收挖回室内的神薯
，

在室

内先除去大名
一 、

小屑薯和佗伤薯后
，

再进行

个选
，
严俗别除畸形茗

、

病薯和虫蛀薯
，

余

下合格的中型薯
，

作 为下
一

年大 田生产用的种

薯
。
�年问

，

在全乡 ��个村
，
���� 户农户

中建立了种薯 田块 艺 工。�余 亩
�

据统计
，
除

去粮
、

伺和川工外
，

行年可提供大 田生产用

的种薯 ���余万公斤
�

荃本上满足了生产 自

用种薯的击妥
。

同时
，

倪家
、

双棚
、

池坪
、

岩水
、

朱 家新庐
、
三通和石哑等 �个村 自然

形成 了商品 种薯基地
，

给县境内提供种薯
。

据实地���徉调 查
，

在大面积生产上
，

有���

的地块纯度 已达招肠以上
。

促进了生产力的

发展
。

例如
�

双棚村一社农户唐明谦
，
全家

�口人
，

常年神植�
� 。亩

，

总产 �
·

�� 万公斤

左右
，

过去年出海商品 答�
�

��万公斤左右
，

����年后
，

而品率大大提高
，
年 均 出 售 种

薯�
�

��万公斤
，

年均收八�
�

��万元左右
，
儿

年来发了
“
洋 �芋� 则

” ，

成了当地 种 薯生

产的能手
。

在抓好提纯现有当家品种的间时
，

还着

重开展
一

了新品 �系� 种的引进
、

试验
、

术范

工作
，
先后引 入

“
坝

�

序 ”
一

号
‘， 、 “

晋 薯 �

号
” � “ ��� 一 �

” ， “
怀共 �

一

号
‘ ’ � “

安薯��
‘，

和
“
川芋 �。 ” 一

泞品种 ��余个
。

经过 � 年试

验
、

示范
，

初步认定
�

�

适豆高山一季作地区

种植的有
“ 了��一 �” �

中 一�一两季作地 区 种植

的有
“
安茗 ��

‘， ，

低 �日两季作地 区种植的 有
“
川芋��”

等
�
以
�

种
。

这些品种亩产均在 ����

公斤以上
，

比对照
“
马尔科

”
分别增产拍�

，

甚至 �倍以
�

匕
〕

截 八� 、 」����年 ，

县境内以

岩水 从点为中心灼 之繁点
，

已扩 人川满��
、

捺社
、

潭宇
、

紫 寸
、

上桥
、

北桥
、

九龙 ���
、

天自
、

四 含 奇胜主牛
、

若 了积
，
才 汗 等 �只 个自

基点 据统 日
�

”
一

�。 乍 已 索 殖 叮弱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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竿 界卷
�

竿 交 朔
�

����

������
、 ’ ‘

交苦��
” ���亡孑�

， “
����二��

” ����

亩
，

者以件年 �倍的速度递增
，

在 ����常情况

下
，

只耍件项技术措施得力
，

再 川 �一 �年

时间
，

���扩繁到功万亩
，

全县可更新一次品

种
。 �
结种的更新换代

，
将为全县马铃薯持续

增产
，

作 出应有的贡献
。

� 良种良法
，

全面推行配套技术

仃了优 良的品种
，

而耕作制度和栽培技

术没有相防跟上
，

发挥不 了良 种 的 增 产潜

力
，

面对
一 、 ，
飞地生 态条件和现实的 可能

，

本着

一季高产
，

季季增产
，

全年丰收的原则
。

为

适应人 口姗 长对粮食的需求实行 集 约 化 经

营
，
在有限的拼地上打破传统农业的耕作习

惯
，

增加复种指数
。

采 用 前 作 马怜薯为后

作玉 米
’
�毛产

一

让路为前提的
“
五改

”
配夯技术

措施
。

一改窄带型�。一 ��厘米开丽
，

马铃薯与

玉米中
�

套 单或双套 单种植为 �
�

盯一卫米开丽

的中带型
，

种留各平
，

双套双种杭的拼作方

式
。

以 克��狡将
、

�是共
’
�毛期

「
�
，
钊�互

广

��地
、

争

��巴
、

价光
，

������抑制
’

�几长的矛店
，

达至��季季

高产的�
�

�的 � 更亚要的是拼制的改苹
，

为山

区发展 玉米生产
，

书�厂
一

杂交种
，

进行
“
自色

革命
” ‘�也��莫王米� 提供了条件

，

大 幅 度地

提高 �
’

反米的 噢、 ，
、

几改栽播板地 马铃薯 为开加 书种杭的方

法 增厚 土从
，

刊于排汰
，

促迸根系发育和

扣
’一

大肥水的吸收而
�
增加怪 夜温差

，

利 于地

下块茎积累有机物质
，

促进块茎膨大
。

三改施 单一肥为 以有机质堆
、

厩肥和人

畜粪为主
，

配合适场的氮
、

磷
、

钾化肥作底

肥
，

并 以底肥为主
，

追施芽肥为辅的施肥原

则
。

以满足 其营养
‘
�几长期中的需肥要求

，

培

育壮苗
。

现价时普遍推行尿索配合磷酸二氢

钾
，

根外喷施
，

增强后期茎叶功能
，

制造充

足的光合产物
，

有利于 大薯形成
。

四改 存件‘�二 �存气匀 后栽播 为 年 前 栽

播
。

以延长其营养生 民期
，

增加光合产物的

积累
，

给高产奠定基础
。

五改大薯切块种植为中型薯整薯播种
。

克服切块种薯间病害
，

特别是病毒
，
相互传

播感染而引起种性退化
，
以延长其品种的生

产年限
。

“
五改 ”

配套技术的实施
，
采取现场操

作培训技术的力
、

法
，

乡培训到村
、

村培训到

社
，

社抓示范 户
，

示范户推动农户 � 同时
，

乡党委
、

政府在栽播的关健时 候
、

统 一 布

署
，

于部分片包干负责
，

乡干部包村
、

村干

部包社
，

社干部包户并实行任务与奖金挂钩

的岗位责任制度
，

以集中精 力 打
“
攻 坚

”

战
。
����年 �月 由地县两级科委

，
农 �贸�办

和农业局的行政干部和技术干部 一 行 �� 余

人
，

采取随机取点
，
进行了现场验收

。

在海

拔 ���。 米的双棚村五社黄华安处
，

验收 面

积 �
·

�亩
，
实收 ����公斤

，
平 均 亩 产 为

����公斤
�
海拔 ���。米的池坪村二社廖夭

录处
，

验收面积 �
�

�亩
，

实收 �����公斤
，

平均 亩产 ����公斤
。 “

五改
”
配套技术 的

推�“
，

达于��
一

丁
’

伪�期的 ��的
、�

� 提高认识
，

完善良繁体系

对贫困山区发展马铃薯生产
，

在认识上

尚须进一步提高
〔

贫困山区 自然规律的共同

性是
�

地 多�丹少
， 一

卜壤瘦薄
，

耕地面积大
，

劳力 不足
，

肥源缺乏
， 户

心候恶劣
，

有效积温

少
，

产场低而不稳
，

多种作物
，

特别是禾谷

类作物的生长发育
，

往往受到 小 气 候 的制

约 � 仅有马铃薯较为适应
，

自然地形成了骨

干主栽作物
。

因此
，

应把发展马铃薯生产并

列入玉米
“
白色革命

” 、 “
温饱工程

” 的 行

列中去
，

不
一

可忽视和偏废
，

应同等对待
，

增

加技
、

财
、

物的投入
，

这是贫困山区脱贫致

富
，

解决温饱的主要途径
。

为了促进马铃薯持续高产
，

应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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