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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这样一种说法：“别拿洋芋，不当
粮食。”

市农业局党组成员、总农艺师任彪认
为，要加快马铃薯产业发展，将马铃薯变
成餐桌上的主食，扩大生产规模化、标准
化尤为重要。尽管我市对马铃薯产业的扶
持力度不小、投入增加，但仍存在诸多问
题，仍需要长期发力。

据任彪介绍，我国马铃薯平均单产
为 1.02 吨/亩,四川省马铃薯平均单产为
1.32 吨/亩，而 2017年我市马铃薯单产为
0.71吨/亩，远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在绵阳，种植马
铃薯面积的71%分布在平武、北川等贫困
山区，种植面积虽逐年攀升，但还是摆脱
不了“小而散”的模式。

任彪解释说，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是
因为这些贫困地区农业生产仍然停留在
以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为主，农民组织化
程度低。究其原因：一是当前这些区域70%
以上农村青壮劳动力进城务工，从根本上制
约了农业组织化产业化的更大进步；二是耕

地多处于山区地带，坡地地块多，农民流转
土地积极性不高，抗灾避灾能力差；三是马
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作用发挥不够。

正是由于马铃薯生产主要分布在农
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山区，在土地上投
入不足，导致马铃薯种植方式仍然采取传
统模式，影响了产量和经济效益。同时，由
于缺乏资金支持，基础科研进展缓慢，导
致科技投入不足，引种工作没能及时跟
上，马铃薯品种更新较慢，适宜加工和外
销的优质品种应用比率低，加工专用品种
种植面积小等现象也随之出现。

“近年来，我们虽然在各地建起了组
培室、标准温室等，但相当部分种薯生产
条件和脱毒设施依然比较简陋和缺乏。”
任彪表示，由于脱毒种薯抗病性强、产量

高，马铃薯要夺取高产，脱毒种薯应用是
基础。“因此，尽管脱毒马铃薯综合技术推
广速度较快，但生产脱毒种薯相应的配套
设施和技术仍需进一步完善。”

从全国脱毒种薯推广应用情况看，应
用面积仅占30%。绵阳虽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也仅占 35%，与水稻、小麦、玉米等粮
食作物良种普及率95%相比，相差甚远。

除了配套设施和技术，脱毒种薯推广
还难在哪？任彪告诉记者，脱毒种薯较传
统留种亩平增加种薯成本 100元，由于贫
困山区经济欠发达，农民不富裕，种植单
一粮食作物，一次性增加较大投入比较困
难。而且种薯用量大，一般亩用种量100公
斤以上，加之交通不便，许多农民不愿意
购买脱毒种薯。

此外，机械化程度低制约着马铃薯的
种植规模，小农户生产模式的局限性又让
机械化程度不能迅速提高。而马铃薯的后
期储存、销售、加工不尽如人意，也是马铃
薯产业链的短板。

马铃薯产业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单产较低 基础薄弱
诸多问题仍需要长期发力

马铃薯又名“土豆”“洋芋”。
说起马铃薯，几乎家家户户大人小孩都爱吃。心灵

手巧的人们将其蒸煮煎炸炒，做成各种美味，一年从春
吃到冬，怎么吃都不会腻。

作为绵阳主要农作物之一，马铃薯种植历史悠久。
尤其是自 2015年年初，国家农业部（现国家农业

农村部，下同）提出马铃薯主食化战略以来，我市积极
贯彻落实，从科学育种、规模种植、精深加工等各环节
着手，全力推进马铃薯主食化工作，打造马铃薯全产业
链，努力使其貌不扬的“土疙瘩”，真正成为确保粮食安
全、助农增收的“金蛋蛋”。

每年六月，走在北川禹里镇三坪村的田间地头，农民
忙碌捡拾马铃薯的身影、堆放成山的马铃薯……丰收美景
随处可见。

“以前我们种洋芋，一亩地最多产一千斤左右，每
斤只卖几毛钱，种一亩也就能挣个千把元钱。”村民蒲
顺旺掰着手指给记者算账：“2015年，我们开始种脱毒
马铃薯，每亩最高能收四五千斤，因为这种洋芋好吃，
价格也卖得起来，现在种一亩收入比从前翻了几倍。”

蒲顺旺的“洋芋账”，是我市马铃薯产业快速发展
的一个缩影。

据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推广研究员刘如
东介绍，在马铃薯被引种到中国将近五个世纪后，正式
被确定为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主粮的补充，成为中国
第四大主粮作物。2015年国家农业部提出，将马铃薯
作为主食化产品进行产业化开发，到2020年马铃薯面
积达 1亿亩以上，适宜主食加工的品种种植比例达到
30%，主食消费占马铃薯总消费量的30%。

小小的马铃薯，凭啥主食化？
“作为一种粮食、蔬菜、加工兼用型农作物，马铃薯

具有较高的资源利用率、较长的产业链和比较效益高
等优势条件，发展潜力较大。”刘如东说，马铃薯比水
稻、小麦、玉米更耐寒、耐旱、耐瘠薄，适应性更广，营
养也更加丰富全面，富含优质淀粉、膳食纤维、蛋白质
及维生素等，几乎兼有粮食、果蔬里所有营养成分，被
誉为人类的“第二面包”，契合了大众改善膳食结构、
增强体质健康、提高生活质量的现实需求。“这么说
吧，说它是‘十全十美的食物’也不为过。它比大米、面
粉具有更多的优点，不仅富含无机盐如钙、磷、铁等对
人的健康不可缺少的元素，还富含胡萝卜素和抗坏血
酸，且水分多、脂肪少、热量低，有抗衰老的功效。人只
靠马铃薯和全脂牛奶就足以维持生命和健康。”

在药用价值方面，马铃薯能用来主治胃痛、痄肋、
痈肿，是和胃健中药和解毒消肿药。对脾胃虚弱、消化不
良、肠胃不和、脘腹作痛、大便不畅亦效果显著。研究发
现，每周吃5-6个马铃薯，可使中风几率下降40%。

在食品加工方面，马铃薯产业链条长，加工食品
类型多。大力发展马铃薯加工产业，是促进马铃薯产
业持续发展、防止农民因市场过剩而造成损失的有
效手段。

然而，相关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马铃薯每年人均消
费量只有14公斤，不到发达国家每年人均消费量74公
斤的1/5，按照发达国家目前的人均消费量，中国的马铃
薯加工产品消费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推进马铃薯主食产品及产业开发，将马铃薯加工
成适合中国人消费习惯的馒头（粉）、面条、米粉等主食
产品,使马铃薯逐渐成为居民一日三餐的选择之一，条
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前景十分广阔。”刘如东认
为，如能抓住机遇，充分发挥地区优势，形成具有规模
优势的特色产业，马铃薯必将对促进山区农业经济发
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产生重大影响。

紧抓机遇、发挥优势，绵阳马铃薯产业发展势
如破竹。

据了解，我市紧紧围绕马铃薯主粮化战略, 从
2016年开始，连续两年承担由原农业部下达的马铃薯
主食化开发试点项目，主要研究开发马铃薯挂面、马铃
薯馒头粉、马铃薯馒头、马铃薯粉丝等新产品，全力推
动马铃薯主食化发展步伐。

资料显示：当前，绵阳马铃薯主栽品种皆是费乌瑞它原
原种、中薯4号、川芋56大西洋等优良品种。全市2017年
马铃薯播种面积达 37.56万亩，仅平武、北川的贫困山
区，常年种植面积就占70%以上。

而围绕加工的企业，如光友薯业、仙特米业、益昌
粉丝、平武绿野、金鼓食品等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农民合作社示范社接连涌现，围绕马铃薯主食化开
发的馒头粉、挂面、粉丝、粉条等系列产品也逐步获得
市场认可，常年生产加工能力达4万吨，实现综合产品
销售收入15.6亿元。

潜力巨大 前景广阔
马铃薯产业发展势如破竹

让 变成助农增收的
——看我市如何谋划马铃薯产业发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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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业局党组书记、局长贾友忠认为，当前，
做大马铃薯产业，不仅有利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在绵阳的落实，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也有着十分
重要的现实意义。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巨大的增粮增收潜力，
技术力量雄厚，自然生态条件优越，马铃薯产业正作
为我市最具有开发优势的粮食作物，打造我市农业
产业发展的又一片“蓝海”。

“蓝海”在前，正待扬帆。
怎么破解现实难题，为绵阳马铃薯产业健康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
“要实现效益最大化，加快主要技术推广普及是

关键。”贾友忠介绍说，为搞好马铃薯生产技术集成
创新，我市正在大力推广高产高效优质抗病的种薯，
力求综合运用标准化种植栽培技术，着力提高单产，
改善品质，增加农民收入。

贾友忠表示，下一步，我市将积极加大各类涉农
资金整合力度，狠抓技能培训，竭力促进优势产业集
聚集群发展，增强市场竞争力。

在具体思路上，我市根据马铃薯生态优势、市场
区位优势以及产业发展方向特点，结合马铃薯加工
企业的分布情况，实行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区域。目
前，各地已制定了当地马铃薯产业发展规划。

众人拾柴火焰高，农业产业发展离不开“规模
化经营”。

贾友忠说，为提高马铃薯产业组织化程度，
我市将在四个方面着力：一是进一步强化新型农
民培训，鼓励回乡农民创业；二是大力推进高标
准农田建设，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和机械化作
业；三是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社，提高农业生产水
平；四是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和示范社的引领带动
作用，做大做强产业化龙头企业。

贾友忠告诉记者，目前，我市已明确平武、北
川、安州、江油重点突出冬马铃薯产业基地建设；
涪城、游仙、三台、盐亭、梓潼重点突出秋马铃薯
生产基地建设。

根据这一思路，我市农业部门将围绕市场需
求，鼓励企业在精深加工上着力，尽快选育或引
进一批优质高产高效多抗病、薯型佳、品相好、加
工专业性的马铃薯新品种，在各地加大推广力
度。同时，加强种薯质量监测体系建设，提高种薯
质量控制能力，有效解决以次充好、以商品薯充
脱毒薯的问题。

如何加大资金投入，助力马铃薯产业加快发展？
针对不少群众关心的这一问题，贾友忠介绍说，

我市将加大对马铃薯主食产业的资金投入力度，
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四新技术”推广和脱毒
种薯补贴等；各科研院所和加工企业将重点围绕

“降低原料成本、提高主食产品质量”开展联合攻
关；农业部门将充分发挥体系优势，为原料生产、
主食加工、市场销售等企业牵线搭桥，围绕“选原
料、拓市场”，打通产业链条，畅通产品销售渠道，
让马铃薯主食产品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居民餐桌上
离不开的健康美食。

市场导向 科技支撑
多措多元开发促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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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兴羌农业马铃薯原原种繁育基地北川兴羌农业马铃薯原原种繁育基地

土疙瘩土疙瘩土疙瘩

以“四大主粮”的身份走上餐桌，从蔬菜到主粮“逆袭”的背后，当前，绵阳马铃薯产业的发展情况如何，又存在哪
些问题，如何破解？

市农业局党组书记、局长贾友忠表示，尽管绵阳马铃薯产业基础不错，但也面临着产销规模不大、生产效益不高
等难题。下一步，我市将在马铃薯品种改良和精深加工上下功夫，不断壮大生产基地，做长产业链条，增加经济效益，
真正把马铃薯产业发展成为农民脱贫致富支柱产业之一。

金蛋蛋金蛋蛋金蛋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