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蔬菜出口企业应及时了解韩国相关法规标准的变化

情况，加强企业的内部管理，做好农药残留、重金

属和食品添加剂等重点风险因素的全程质量安全控

制和追溯管理，提高出口蔬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

避免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造成贸易损失，影响出口

产品的声誉，防止引致更加严格的口岸监控检查。

5.4　加大资金和技术投入，增强企业国际竞争 

能力

蔬菜等初加工农产品出口企业规模相对较小，

抗风险能力较弱，仅靠自身难以应对来自成本上

涨、收购价格制约和质量安全高要求等诸多方面的

困难，需要政府加大政策、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

帮助企业提升核心竞争能力，树立良好的品牌形

象，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争取主动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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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甘肃省把马铃薯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

“六大特色优势产业”之一，马铃薯的种植规模

逐步扩大，已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自

2007 年以来，甘肃省把古浪县列为旱作农业项目

示范县。古浪县农业技术部门通过推广马铃薯全膜

垄作配套栽培技术，使全县马铃薯生产面积逐年扩

大。截至 2015 年底，全县累计推广全膜垄作马铃

薯面积达 9.12 万 hm2（136.8 万亩），年发展面积稳

定在 1.27 万 hm2（19.05 万亩）左右，每 667�m2 平

均产量达 2�000～2�800�kg，比常规栽培增产 50% 以

上，效益十分显著。

1　产业发展现状

1.1　种植规模逐步扩大

通过近几年的发展，古浪县初步形成了南部二

阴山区以陇薯系列为主的 0.13 万 hm2（1.95 万亩）

原种繁育基地和近 0.53 万 hm2（7.95 万亩）的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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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古浪县大力推广马铃薯全膜垄作配套栽培技术，从根本上解决了干旱长期制约全县经济发展

的“瓶颈”问题。但古浪县马铃薯产业仍然存在着配套资金滞后、劳动力相对匮乏、产业链条不完整、

种薯质量管理体系滞后、机械化程度低等问题。为将该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提出创新组织方式、

加快知识更新、突破攻关模式、健全市场体系、落实扶持政策、完善仓贮物流的发展对策。

古浪县马铃薯产业现状及发展对策

陈志宏　李百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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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生产基地；中部绿洲平原区以大西洋品种为主的

0.27 万 hm2（4.05 万亩）薯片加工生产基地；北部

荒漠区以克星系列品种为主的 4 万 hm2（60 万亩）

全粉薯生产基地。全县马铃薯生产基地初具规模，

种植规模逐步扩大。仅 2015 年，全县完成全膜垄

作马铃薯种植面积 1.12 万 hm2（16.8 万亩），建成

了万亩示范点 5 个，千亩示范点 31 个，示范面积

达 0.57 万 hm2（8.55 万亩），初步形成了全县马铃

薯品种专用化、种植区域化的格局。

1.2　经济效益不断凸显

通过连续 8 年的品种更新、全膜覆盖、垄作

栽培、配方施肥、药剂拌种和合理密植等先进实用

技术的组装配套和推广运用，使全膜垄作马铃薯种

植技术更加规范，进一步提高了马铃薯的生产效

益。据测产，2015 年南部山区全膜垄作马铃薯每�

667�m2 平均产量达到 2�045�kg（每 667�m2 最高产

量达到 2�848�kg），较常规种植的每 667�m2 平均产

量 1�285�kg 增产 760�kg，增产 59.1%；商品率达到

75% 以上，较常规种植提高了 13.6 个百分点。按

照 1.0 元·kg-1 计算，每 667�m2�平均产值在 2�000

元以上，除去农膜、化肥、种子、人工等费用，

每 667�m2 纯收入在 1�100 元以上；中部绿洲平原区

全膜垄作马铃薯每 667�m2 平均产量达到 2�800�kg，

每 667�m2 平均产值在 2�800 元以上，除去农膜、化

肥、种子、水费、人工等费用，每 667�m2 纯收入

在 1�800 元以上。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1.3　土地流转工作得到有效推动

随着农村土地经营权确权颁证工作的顺利开

展，古浪县以马铃薯产业为主的土地流转工作取得

了显著成效。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和农业公司等

实体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承包种植，扩大了旱作

马铃薯的种植面积，提高了马铃薯的规模化生产水

平，促进了全县马铃薯基地建设、种植生产、贮藏

加工、运输销售等产业化的发展进程。全县参与马

铃薯种植的专业大户超过 1 万户，专业合作社 100

多个，累计流转土地 0.2 万 hm2（3 万亩）以上。

1.4　配套技术不断优化

马铃薯全膜垄作栽培技术起垄规格为：垄间

距100�cm，垄宽 60�cm，沟宽 40�cm，垄脊高15～18�

cm；为便于集雨，变梯形垄面为椭圆形，垄的走向

与坡面等高线一致。采用垄沟全膜覆盖：用宽 120�

mm、厚 0.008�mm 的聚乙烯农用地膜，于 10 月中

下旬或次年 4 月上中旬进行深秋覆膜或早春顶凌覆

膜。随着马铃薯种植的大面积推广，古浪县已初步

形成了马铃薯全膜垄作栽培模式。同时，通过推广

标准化种植、种薯处理、起垄覆膜栽培、测土配

方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控等配套技术，使马铃薯全

膜垄作标准化生产技术的应用率和良种覆盖率达到

100%，测土配方施肥应用面积达到90%以上，药剂

拌种率达到86%，脱毒种薯统供率达到32.6%以上。

1.5　产业体系进一步完善

通过项目扶持、招商引资等措施，依托古浪县

陇源马铃薯有限公司和甘肃谷浪现代农业公司，建

立了马铃薯原原种培育基地和原种生产基地。年产

原原种4�000万粒，生产原种1万 t以上，可满足0.45

万 hm2（6.75 万亩）马铃薯种植对种薯的需求。同

时为进一步提升马铃薯的贮藏能力，依托甘肃古浪

陇源马铃薯有限责任公司、天源薯业公司、谷浪马

铃薯公司等龙头企业，建成 3�000�t 以上的贮藏窖 5

座，马铃薯实际贮藏能力达到 7 万�t 以上，有力地

推动了古浪县马铃薯的产业化发展。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配套资金滞后

多年来由于山旱区群众主要以打工为生，生产

生活比较困难，而全膜垄作马铃薯种植面积较大，

基本没有配套资金，古浪县旱作农业项目通过省级

财政补贴资金每 667�m2�只能为农户提供 1.5�kg 的地

膜。若非古浪县内通过其他措施加以适当补贴，群

众对该技术接受程度低，项目实施难度大。

2.2　劳动力相对匮乏

全膜垄作马铃薯种植生产工序多、劳动强度

大。现有家庭青壮年劳动力主要通过外出务工增加

经济收入，在马铃薯起垄、覆膜、种植的 4～5 月，

在家剩余的劳力多为老人和妇女，劳动力相对不

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铃薯按期保质地种植。

因此，在推广旱作农业与外出务工之间存在着一定

的矛盾。

2.3　产业链条不完整

全膜垄作马铃薯项目实施以来，种薯用量大，

全县范围内没有较大规模的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

绝大部分种薯需到外县调运，路途遥远，成本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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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古浪县内没有规模较大的加工企业，生产的

马铃薯只能依靠外销，不能实现加工增值。

2.4　机械化程度低

在马铃薯生产过程中，由于群众基础薄弱，缺

乏适宜的机播、机防和机收工具，大面积机械化作

业受到一定限制。在播种上一直沿用人工点播，播

种质量得不到保证；病虫害防治上各家采用背负式

手动喷雾器随意喷防，达不到统防统治；收获上没

有专用机械，利用自制的传统农具，劳动强度大、

生产率低，损伤重，影响了产品的质量和外观。同

时古浪县马铃薯生产还存在种植规模小、产业化程

度低、精深加工比例小、销售难等突出问题。

2.5　种薯质量管理体系滞后

虽然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布了甘肃省地

方标准《马铃薯脱毒种薯标准》，但古浪县没有相

应的质量检测管理机构，缺乏检测人员，造成脱毒

苗、脱毒原原种的生产管理不规范，种薯质量良莠

不齐，种薯质量无法保证等问题，严重影响了脱毒

种薯质量的标准化和生产的规范化、专业化。同时

由于种薯质量管理体系滞后，种薯生产农户对脱毒

种薯认识不足，缺乏种薯管理技术，使得种薯质量

降低，种薯的生产、销售和推广受到了一定影响。

3　可持续发展对策

3.1　创新组织方式　

针对目前农村劳动力缺乏的现状，各乡镇通过

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和专业合作社进行集中管理，

引导分散农户探索适宜于新形势的旱作农业互助运

行模式，提高劳动生产率；针对马铃薯种植机械化

程度低的问题，县政府积极争取农机补贴项目，通

过以奖代补的方式大力扶持、引导和培育农机专业

化服务组织，带动农机具的整合和规模化使用，提

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度提高机械播种、覆膜和

收获的比例；针对种薯质量管理体系滞后的问题，

农业技术部门按照生产经营规范化、投入品使用清

单化、生产记录档案化、废弃物处理无害化、质量

追溯信息化、入市检测常态化的“六化”要求，围

绕种薯选用、错季播种、灌水施肥、病虫害防控、

采收包装等关键环节，指导监督生产者严格落实标

准化生产技术规程，建立从种苗到销售全程生产的

记录档案，全面落实属地管理和生产经营主体责

任，建立并完善产地准出、市场准入、质量安全追

溯、产地质量证明等配套制度，健全从农田到餐桌

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

3.2　加快知识更新

要紧扣主题，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推

进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古浪县农牧部门制定

培训计划，按照“逐级负责、层层培训”的方式，

大力培养高素质技术队伍。武威市农业技术服务中

心、武威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主要负责县区和重点乡

镇骨干农技人员的培训；县区农技单位负责本辖区

乡镇、村级科技助理员的培训；乡镇农业综合服务

中心负责本乡镇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带头人的培

训；村级科技助理员负责本村农民的技术培训。采

取产前集中专题讲座，产中现场示范指导、发放资

料、组织观摩，产后交流学习等多种方式，全方位

开展技术培训，确保各级农技人员每年集中培训

2～3 次，力争每个乡镇有 10 户以上科技示范户，

每个村有 3～5 名技术能手，每户有 1 名技术明白

人，技术入户率达到 100%。同时，大力推动龙头

企业、生产基地和农业院校、科研机构、推广单位

之间的合作，以龙头企业和合作社为主体，省内外

科研院所为核心，市、县区农技推广机构为主导，

农民技术员为补充，组建“首席专家＋农技人员＋

农民技术员”的科技服务团队，对不同区域马铃薯

的品种选择、播期安排、施肥灌溉、病虫害防控等

关键环节，开展专家会诊和技术攻关，解决技术难

题，提高技术服务到位率，增强技术指导的精准性、

有效性，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3.3　突破攻关模式

一要继续加大测土配方施肥、马铃薯病虫害

综合防治、秋覆膜和顶凌覆膜保墒集雨、机械起垄

覆膜等配套集成技术的推广应用；二要建立南部山

区马铃薯脱毒种薯繁育基地，大力推广应用脱毒种

薯，努力提高马铃薯单产水平；三要强化产研结合，

积极开展科研攻关，依托甘肃省农业科学院、腾胜

集团、圣大方舟、巨鹏食品 4 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和中国农业科学院食物营养研究所、农产品加

工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加强马铃薯主粮化产品的研

发与关键技术的协同创新，加快选育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专用型优良品种，不断选育适合加工面条、

馒头等主食产品的马铃薯粉专用型品种，研发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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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全粉的面条、馒头、米粉等主食加工工艺和

装备，继承和创新马铃薯传统菜用烹饪技术，开发

马铃薯淀粉主食产品，促进马铃薯鲜食和菜用向多

样化、优质化、特色风味化发展，满足马铃薯主粮

食品加工业发展的需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3.4　健全市场营销体系

逐步推行“贮藏加工＋运输销售”现代营销模

式，培育壮大营销企业，确保农产品卖得出、销得

好。构建“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基地＋

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引导企业通过订单农业、

吸纳农户入股经营、为农户提供技术和仓储服务等

形式，提高优势特色农产品生产与市场对接。鼓励

农民组织专业协会，通过专业协会带动和培育马铃

薯流通组织和营销队伍，积极搭建产品与销售，种

植与需求，农民与市场之间的对接桥梁。强化科技

创新的引领作用，不断完善天源马铃薯产业园和土

门食品工业园区的配套功能，增强园区的承载能

力，加快推进精深加工企业入园集聚，提升马铃薯

加工转化产业总体发展水平，进一步增加附加值。

大力拓展农产品网络营销，建好用好甘肃省武威市

新农村商网、中国·京东武威馆、古浪县电子商务

运营中心等电子商务平台，深入实施“武威特产网

上行”促销工程，加快形成“互联网＋农产品”的

新型业态，构建现代农业营销体系。

3.5　落实扶持政策

古浪县县委县政府积极争取国家和省列旱作农

业项目，整合涉农项目资金，重点对规模化生产基

地、仓储物流体系建设、物联网技术应用、科技创

新与推广、品牌培育等方面给予支持。双业、双联、

精准扶贫等惠农贷款优先向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

和种植大户等多种形式并且能够适度规模经营的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

场、专业合作社等先行建设马铃薯高产示范区，紧

盯有生产能力而无资金扶持的农户，支持发展马铃

薯产业，用足用好“双业、双联、精准扶贫、易地

扶贫”等惠农贷款政策。武威市、古浪县财政加大

旱作农业的建设投入，引导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园区

建设，建立和加大马铃薯的生产保险支持力度，将

主粮化马铃薯列入中央、省级财政对主要粮食作物

的保险补贴目录，保证其保险保障水平不低于传统

三大粮食作物，降低外来风险，构建现代农业财政

金融资金支持体系。

3.6　完善仓贮物流

坚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按照龙头企业、

专业合作社和乡村种植贩运大户三个层次，指导种

薯企业、加工企业、专业合作社、经营大户等适度

规模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按照先建后补的方

式，加快贮藏窖建设，进一步完善贮藏设施。以马

铃薯主粮化为契机，依托武威市保税物流中心国际

货运班列“天马号”和天源马铃薯产业园、土门食

品工业园、双塔现代物流园等现代物流企业，建设

现代物流园区，狠抓农产品出口仓储，拓展中亚、

西亚等市场，构建规模出口销售的现代仓储物流�

体系。

植株蔓生，生长势、分枝性强，第 1 雌花节位为第 10～16 节，雌花比雄花提早 3～5 天开放。雌花多，

瓜码密，主、侧蔓均可结瓜，坐瓜性好且坐瓜期较集中，采收期较一致，早熟，春季播种至初收约 105 天，

秋季约 95 天，比蜜本早 5～10 天。瓜短棒槌形，瓜形好，大小均匀，外形美观，商品瓜率高。肉色橙黄，

口感较粉、味甜，品质较好，单瓜质量 3.0～3.5�kg，是提早上市的首选品种。

汕头市金韩种业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洛河路 12 号龙腾熙园 9 幢 103-104    邮编：515065

电话：0754-88345961  88345962   传真：0754-88345963

· 封面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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