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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青海省民和县属干旱和半干旱地区 ,坡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70 % 以上 , 十年九旱是困扰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原因。近几年 , 随着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 民和县已将马铃薯作为主导产业 , 就民和县马铃薯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入手 , 对发展思路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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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省民和县是国家贫困县, 位于青海省东部边缘, 海

拔1 650 ～4 220 m, 全县总面积18 .9 万hm2 , 占全省面积的

26 % 。其中耕地面积3 .22 万hm2 , 山旱地占总耕地的80 % ,

坡耕地占耕地面积的70 % 。年无霜期170 ～200 d , 年降水量

300～370 mm,60 % 以上年降水量集中在7～9 月份, 与马铃薯

生育需水、需肥规律相吻合, ≥10 ℃期间的降水量254 mm,

年平均气温8 .5 ℃, 日照时数2 259 .9 h , 属黄土高原半干旱

气候带 , 海拔高 , 气候冷凉 , 昼夜温差大, 土壤疏散富含钾, 无

污染, 有着适宜马铃薯生长的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

1  民和县马铃薯产业化经营现状

1 .1 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产量产值逐年提高  马铃薯是民

和县的传统种植作物, 因其具有适应性强、丰产稳产、粮菜兼

用等特点而广为种植。近几年 , 民和县通过引良种、建基

地、育龙头、拓市场, 积极引导、大力扶持龙头企业, 使马铃薯

种植面积逐年扩大, 销售渠道逐年拓宽 , 加工水平不断提高 ,

经济效益明显增加。马铃薯种植面积由2000 年的0 .67 万

hm2 增加到2006 年的1 .44 万hm2 , 平均单产水平也由原来的

12 750 kg/ hm2 提高到22 500 kg/ hm2 , 增幅达76 % , 特别是脱毒

马铃薯优质种薯的推广应用, 单产达26 250 kg/ hm2 , 平均增产

幅度达50 % 以上, 农民收入明显提高, 马铃薯种植跃居全县

种植作物之首。

1 .2 马铃薯淀粉加工体系初步建成 在不断扩大规模、提

高品质的同时, 以加工增值促发展, 培育了三江马铃薯制品

集团公司, 威斯顿淀粉加工公司 , 马营镇、官亭镇淀粉加工厂

等一批马铃薯加工龙头企业。以经济效益显著、附加值高、

市场前景广阔的商品精淀粉、粉丝、粉条生产为主的马铃薯

加工体系初步形成。

1 .3 种薯生产得到重视, 品种不断更新  近几年, 在海拔

2 000 m 以上土壤肥沃、气候冷凉、自然隔离条件好、病虫害

少的脑山地区建立了良种繁育基地 , 因其自然生态条件特

殊, 生产出的种薯带病毒少、退化慢、丰产性能好、增产潜力

大。品种由原来单一的食用型发展到现在的高淀粉加工型、

菜用型、炸片( 条) 型等十几个品种。

1 .4  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改善 欧援马铃薯发展项目在民和

县实施, 先后引进具国际先进水平的实验室仪器设备、种薯

生产设备、病毒检测设备及先进栽培技术和管理模式, 大大

增强了脱毒马铃薯的研究开发能力, 使马铃薯脱毒技术、品

种引进、脱毒苗扩繁和微型薯生产等方面基本实行了国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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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规范化管理。

2  民和县马铃薯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2 .1 品种结构不合理 , 缺乏适销对路的品种 长期以来, 民

和县马铃薯生产发展以高产、鲜食为主要目标 , 各种专用品

种极少, 难以满足市场需求。随着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 马铃薯作为休闲食品已成为时尚。但多年来, 精淀粉

加工、炸片( 条) 专用加工型品种的马铃薯生产在该县没有形

成一定的种植规模, 生产比重较小。目前引进的炸片( 条) 品

种大西洋、夏坡蒂在生产上对肥水条件要求高 , 且适应性差 ,

产量较低, 易退化。因此急需引进和培育专用型品种。

2 .2 品种单一, 商品率低下  该县种植品种多以高淀粉晚

熟品种阿尔法为主, 品种结构单一, 生产的大部分马铃薯作

为农民自己的主食、蔬菜或饲料, 仅20 % 鲜薯出售 , 食用和饲

料占50 % 以上, 外销、留种、加工仅占30 % 。同时因种薯来源

不明, 混杂严重, 综合品质差等原因而低价出售, 严重影响了

农民收入, 商品率极低。

2 .3  “定单”生产不规范, 农民利益难保证 定单一般流于

形式, 没有实现优质、优价, 尤其是加工企业没有定点生产基

地, 而是根据市场行情收购, 价格忽高忽低, 农民利益得不到

保障。

2 .4 加工严重滞后, 精深加工尚属空白  目前全县中小型

加工企业有4 家 , 加工产品全部是“半产品”, 以自食为主, 商

品率低 , 加工增值差。全县至今没有一家加工薯片、薯条、膨

化食品和休闲食品的企业, 精深加工尚属空白 , 没有发挥马

铃薯高附加值的效益。

2 .5 保鲜储藏条件差, 加工周期短  马铃薯储藏以一家一

户分散储藏为主, 储藏窖规模小 , 条件简陋, 致使加工企业在

淡季原料紧缺, 加工周期短 , 无法保证马铃薯加工生产的正

常运转。

3  民和县马铃薯产业化发展思路

3 .1 增加投入, 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马铃薯既是粮食, 也是

蔬菜和工业原料, 马铃薯在地膜覆盖和间套复种生产中发挥

了较好的作用, 取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益。县乡政府应把发展

马铃薯作为农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来抓, 在资金投入、宣传活

动、技术力量、政策引导、种薯调运、市场营销等方面予以重

视和支持。

3 .2  稳定马铃薯种植面积 通过马铃薯生产的优化布局和

新技术、新品种引进推广, 在稳定全县马铃薯年种植面积的

基础上, 逐步扩大专用薯种植面积, 将菜用型、淀粉加工型、

粮菜兼用薯的种植比例调整到1∶8∶1 , 逐步淘汰普通型品种。

3 .3 优化品种布局  根据民和县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 ,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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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适宜种植高淀粉马铃薯, 主栽品种选用青薯2 号、高原4

号、阿尔法, 搭配品种为大西洋、夏坡蒂。川水地区适宜地膜

覆盖栽培粮菜兼用型马铃薯, 主栽品种选用小白花、费乌瑞

它; 搭配种植品种选用青薯168、下寨65 等。

3 .4 加快引进、筛选、推广新品种步伐  县脱毒中心应根据

不同的自然区域和生产条件, 每年从省内外引进3 ～5 个新

品种( 系) 进行试验, 示范, 以加速品种的更新换代, 到2008 年

实现每个商品基地有2 个以上的主栽品种,3 个搭配品种, 全

面实现品种布局区域化、科学化。

3 .5  发挥“订单”优势, 强化市场营销  民和县马铃薯除少

量作为辅助主食直接食用外, 大部分是作为蔬菜鲜食。由于

缺乏深加工技术和设备 , 且受运输条件所限, 大部分产品只

得留下自用或做饲料( 50 %) , 严重影响了农民的收入, 挫伤

了农民的种植积极性。因此, 种植大户或经销商要外出找企

业、跑市场, 做好“订单农业”, 建立生产基地。

3 .6 加大科技示范和宣传力度, 普及脱毒马铃薯的高产栽

培技术  由于脱毒马铃薯高产栽培技术推广力度不够 , 特别

是许多成熟的高产栽培技术, 如种薯催芽、切刀消毒、双高垄

栽培等, 大多尚未得到有效的普及应用 , 导致马铃薯生产水

平较低。通过建立示范点、样板田的技术示范 , 借助电视、广

播、培训班等宣传形式, 扩大优质品种的种植规模, 广泛应用

马铃薯高产栽培技术 , 建立生产基地, 提高产品的知名度。

3 .7 实行小窖存大量, 延长企业加工周期 建议威斯顿公

司修建一个储藏量3 000 t 的恒温储藏室, 马营、官亭等中小

型企业修建500 t 左右的储藏室, 并且在各自的生产基地帮

助农民建立30 t 以上的小型储藏窖, 以小窖存大量的方法 ,

弥补企业储存能力不足的问题, 保证企业长年生产, 发挥最

大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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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重角色的素质

现代数学教学提倡以学生为主体, 学生主动参与, 和师

生通力合作。在当今的数学教学课堂上, 教师不再是传统意

义上的“知识传播者”, 而是学习者的帮助者。在交际性教学

活动中, 学生是核心。学生在交流中进一步熟悉学过的知

识, 并根据教师的反馈纠正自己的错误, 这就要求教师应该

根据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用不同的教学角色给予配合 : 第一 ,

示范者。一个优秀的数学教师能够准确、生动地向学生传授

数学知识, 并能在课堂实践中亲身示范, 以平等身份参与课

堂教学活动, 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可以更好地激活和

强化新知识、新技能, 并从本质上消除学生的紧张情绪, 营造

一种轻松的学习气氛,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 有利于学生

活跃思维, 积极参与教学活动。教师在指导、操练的过程中

要注意适时纠正错误 , 保证数学知识的正确性和有序性。教

师优美的语音语调、渊博的学识能够给学生起到很好的示范

作用。第二, 组织者。数学教学更强调数学的运用。教师把

教学分成几个环节以适应学生不断提高的实际能力。教师

要组织好一堂课, 要充分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 , 及时调整教

学策略。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 激发他们学习的

热情。第三, 顾问。数学教师不仅可以利用自身掌握的知识

向学生传授知识, 还可以利用各种媒体广泛地收集资料, 帮

助学生归纳总结。当学生不能独立完成任务时, 教师可以提

供一些解决问题的策略, 同时教师还可以向有困难的学生提

供帮助。这样做, 不是让教师干涉学生自主学习, 而是要让

教师为学生提供心理支持, 做一个称职的学习顾问。第四 ,

评价者。数学教学要将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但

要更加注重形成性评价。教师在指导学生课堂活动的过程

中应注意观察学生的长处和弱点 , 随时对他们进行个性化评

价。教师应特别注意纠错方式, 不能挫伤学生参与训练的积

极性。教师应鼓励学生注意数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意义。

教师要对每个同学的课堂表现作出客观评价, 培养他们解决

问题的能力。

5  教研能力

农村数学教学的现状表明, 大部分数学教师教学负担过

重, 不少数学教师的周课时超过12 节 , 有些高达18 ～20 节 ,

这使得部分教师疲于应付教学, 没有时间和精力搞教研; 还

有些教师本身对教研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同时觉得自己没有

能力搞教研。而数学教师积极参与教学研究, 对数学教学改

革意义重大。因此, 学校应为数学教师提供必要的条件去从

事教学研究 , 包括减轻其教学负担、提供必要的经费及外出

考察学习的机会等。同时, 数学教师应该认识到, 在做好教

学工作的同时, 积极参与教研活动, 不仅是教学工作的需要 ,

也是提高自身业务水平的一个最好的手段。数学教师首先

要根据自身的教学情况确立一个研究方向 , 找出切入点, 然

后收集整理相关资料, 旁征博引 , 归纳分析, 结合教学实践认

真研究, 最后阐明自己的观点, 使所研究的内容对数学教学

有确切的指导意义。

6  组织课外活动的能力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培养学生兴趣的最佳方法是

从活动中学知识, 即寓教于乐。数学教育得法于课内, 得益

于课外。因此 , 在强化课内教学的同时, 数学教师必须努力

创设第二课堂, 以课外活动促进课内教学, 使内外紧密结合 ,

相辅相成。

总之, 新时代的农村数学教师不仅是有知识、有学问, 还

应该有道德、有理想、有专业追求、能不断自我更新。只有不

断加强教育教学理论的学习, 努力优化自身的整体素质结

构, 才能适应并引领农村数学教学的深入改革和发展, 为社

会培养出更多高素质、高质量、复合型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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