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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原种：从脱毒苗到脱毒薯

“一粒种子改变世界”。作为马铃薯大省的

甘肃，把种薯提升作为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引擎，着力打造全国一流的脱毒种薯生产供

应基地。

记者在榆中县城郊的甘肃农垦亚盛薯业看

到，洁净程度为十万级的薯业研发中心，一层层

台架整齐排列，一个个玻璃瓶摆放其中，瓶里马

铃薯脱毒苗绿芽娇嫩。

组培室里，工作人员“全副武装”，身着白

大褂、戴着帽子和口罩，在洁净的操作台上，

手 持 镊 子 ，小 心 翼 翼 地 将 瓶 苗 进 行 茎 尖 剥 离

脱毒操作。

脱毒种苗移栽到连栋温室无土栽培后，经

过 80 天至 120 天生育期，结出一颗颗鸽子蛋般

的原原种，再进行原种、一级种薯、二级种薯扩

繁后，种入大田。

就在亚盛薯业加快种苗脱毒、种薯繁育，将

每年生产的 1.2 亿粒原原种运销各地之际，在

定西市安定区香泉镇，定西马铃薯研究所采用

“雾培法”技术，提升脱毒种薯生产方兴未艾。

连栋温室的苗床上，马铃薯苗绿意盎然。

揭开苗床下的幕布，水雾潮湿，露出纤毫分明的

白色根须，吊挂着一颗颗原原种。

“我们采用当今世界最先进的雾培法、水培

法技术，通过高架苗床、精准施肥供水、智能控

制薯苗等，生产脱毒马铃薯原原种。”定西马铃

薯研究所所长李进福介绍，他们年生产原原种

8000 万粒，向全国各地销售，并向沙特阿拉伯、

埃及、土耳其、俄罗斯等 7 个国家出口。

被誉为“中国薯都”的定西，培育种薯生产

企业 36 家，年产脱毒种薯 200 万吨以上。今年

建成原种繁育基地 12 万亩，一级种薯繁育基地

114 万亩。

据悉，马铃薯为无性繁殖作物，很容易感染

病毒，带病毒的马铃薯种子种到地里，产量、品

质下降，易腐烂霉变。甘肃通过马铃薯种薯脱

毒繁育技术，突破了马铃薯关键生产技术的瓶

颈，全省基本实现脱毒种薯“全覆盖”。

甘肃加快构建规范完善、全国领先的脱毒

种薯繁育体系，今年全省马铃薯种薯生产面积

达到 47 万亩，其中原种繁育面积达 22 万亩，预

计可生产原原种 14 亿粒以上，甘肃马铃薯种薯

繁育在全国的区域优势日益凸显。

脱毒种薯更需“良种”。甘肃深入实施种业

振兴行动，科研人员开展“卡脖子”技术攻关，自

主研发了一大批马铃薯新品种，同时培育引进

希森、冀张薯、大西洋、夏波蒂、克新等国内外优

质种薯，加快新品种更新换代步伐，为马铃薯产

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目前，甘肃省农科院马铃薯研究所自主选

育出 46 个陇薯系列马铃薯品种，种植面积超过

500 万亩，约占甘肃马铃薯种植总面积的“半壁

江山”；庄浪县农技推广中心在成功选育“庄薯 3

号”“庄薯 4 号”的基础上，“庄薯 5 号”于今年通

过农业农村部品种登记，“庄薯 6 号”“庄薯 7 号”

新品系已完成选育；甘肃农业大学针对河西地

区缺乏专用加工型品种的问题，选育的“甘农薯

7 号”，可与国外大西洋、夏波蒂等全粉加工型品

种“媲美”，选育的“甘农薯 9 号”耐旱耐高温，在

今年干旱年份增产显著。

品质的背后是品种，品种的背后是科技。

甘肃把科技作为推动马铃薯产业发展的“鸟之

两翼”，以脱毒种薯、立式深旋耕、黑膜起垄覆

盖、增施有机肥、绿色防控等为核心的绿色高质

高效技术模式在主产区大面积推广，科技创新

驱动产业发展的效应进一步凸显。

商品薯：从规模化到标准化

马铃薯具有耐旱、耐寒、耐瘠薄的特点，被

称为“铁杆庄稼”。甘肃的寒旱资源特征，成为

全国马铃薯最佳种植区域之一。

春耕时节，从陇东黄土高原，到河西走廊灌

区，机械化播种马铃薯遍布田野；盛夏时节，陇原大

地，“洋芋开花赛牡丹”；秋收季节，采收机驶过，沾

满泥土芳香的马铃薯翻露出来，农人忙着分拣、装

袋、封口、装车；冬季，陇南白龙江、白水江沿岸的川

坝河谷地带，陆续冬播马铃薯，实现了冬播夏收。

据统计，我省 86个县（市、区）中除个别高海

拔纯牧业县外，其他县（市、区）都种植马铃薯，优

势区域包括中东部、南部和河西走廊的 33 个县

（区），优势区面积产量占全省的85%以上。

在民乐县南丰镇万亩马铃薯基地，甘肃鼎丰

马铃薯种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薛贵民介绍说：“我们

这里推广水肥一体化、全程机械化、自动化控制等

新技术，平均每亩马铃薯产量 3吨，按每斤七八毛

钱的收入计算，每亩产值4500元以上，除去种子、

农膜、化肥等物化投入，每亩纯收入1000元。”

值得一提的是，民乐县推广水肥一体化替

代地膜技术，有利于机械化联合收获作业，提高

了作业效率，同时杜绝了白色污染，保护了农业

生态环境，提高了马铃薯品质。

目前，我省马铃薯平均单产 1.5 吨，河西灌

区的民乐、山丹县马铃薯平均单产超过 3 吨。

在中东部旱作业区，通过新修高标准农田，把机

械作业难的“鸡窝田”改造成了连片的“宜机化”

耕地，马铃薯单产大幅提高。

在安定区鲁家沟镇将台村海拔1850米的高标

准农田，引洮河水上山，应用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

术，建成1040亩的马铃薯标准化示范区。“这是旱

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每亩用水100立方米，今年

亩产马铃薯2000公斤以上，增产效果明显。”定西

沃土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科技特派员安磊介绍。

新型经营主体挑大梁。我省大力推广“企

业+合作社+农户+基地”的生产组织方式，持续

强化主体培育、示范带动和利益联结，建设标准

化种植基地，通过土地流转、社会化服务、订单

收购，带动农户种植“致富薯”。目前，全省从事

马 铃 薯 产 业 各 环 节 的 各 类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2455 家，实现了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衔接。

曾荣膺全国“十大马铃薯种植状元”的定西

市鑫源马铃薯良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永军，

带动农户从 220 户拓展到 7 个合作社抱团发

展，带动农户 2000 余户，打造 500 亩原种扩繁、

2000 亩 一 级 种 薯 扩 繁 、1 万 亩 淀 粉 加 工 薯 扩

繁，马铃薯商品价格从每斤 0.7 元提高到每斤 3

元，为薯农增加了收益。

马铃薯既是粮食作物，又是高效经济作物，

在确保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中发挥着双重

功能，对我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产业

振兴有重要作用。

我省实施特色优势产业倍增行动，持续加大

马铃薯产业扶持力度，分区域建设中东部“梯田+

马铃薯产业带”和河西灌区“高效节水+马铃薯产

业带”，共建设万亩以上标准化生产基地 16个，千

亩以上标准化生产基地 240个，辐射带动了全省

绿色标准化种植面积达到 400万亩。建成“会宁

—安定—渭源—临洮”1个百万亩以上旱作区高淀

粉马铃薯示范片带、“山丹—民乐”30万亩以上灌

区加工型高产高效全程机械化马铃薯示范片带。

据统计，2022 年全省马铃薯种植面积达

862 万 亩 ，产 量 达 1500 万 吨 ，产 值 达 340 亿

元。其中，以 33 个县（区）为主的中部高淀粉及

菜用型生产区、河西灌区全粉及薯条专用型生

产区和南部早熟菜用型生产区等优势区面积达

746 万亩、产量达 1326 万吨、产值达 305 亿元，

优 势 区 面 积 、产 量 、产 值 占 比 分 别 达 86.6% 、

88.4%和 89.7%，通过标准化基地建设示范带动

形成跨乡成片、跨县成带的产业带，推动马铃薯

产业布局向优势区域集中。

“甘味”薯：从鲜薯到主食化

“甘肃马铃薯别具风味，薯条薯泥吃起来软

糯沙酥，定西宽粉吃起来劲道十足。”山东华博

基因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子通说。今年 5

月，山东华博基因工程有限公司与甘肃通渭飞

天食品有限公司签约合作，双方携手促进定西

马铃薯产业发展。

华博基因作为山东省济南市甘肃商会的副

会长企业，商会成员里有“豆花姐”火锅等知名

企业，“豆花姐”火锅在济南有 80 多家直营店，

是山东人品尝“定西宽粉”的首选火锅店，华博

基因致力于讲好“定西宽粉”的品牌故事，孵育

出定西宽粉等更多“甘味”品牌。

省农业农村厅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

于“甘味”品牌战略的决策部署，通过建立农产

品产地环境监测、营养品质评价、安全追溯等机

制，构建包括“甘味”公用品牌、市县区域品牌、

企业商标品牌在内的“甘味”品牌体系。截至目

前，全省已创建马铃薯“甘味”品牌 23 个，其中

区域公用品牌 4 个，企业商标品牌 19 个。

“定西马铃薯”区域公用品牌先后入选农业

农村部 2022 年农业品牌创新发展典型案例和

2022年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安定区马铃薯育

种繁种制种全链体系入选农业农村部 2022年全

国农业生产“三品一标”典型案例。特别是“定西

宽粉”已成功申请地理标志商标，标志着甘肃马

铃薯产业已从传统淀粉加工进一步向下游衍生。

在山丹县芋兴粉业有限责任公司，陈列着

琳琅满目的马铃薯食品。工作人员打开一个包

装纸杯，加入开水，香气袅袅，浓郁的薯香混合

着麦香味扑鼻而来，让参观者驻足品饮。“这是

我们开发的薯麦冲饮休闲饮品。马铃薯富含维

生素 C 和钾等微量元素，既能饱腹、又能提神。”

公司职员魏艳介绍。

这些马铃薯主食产品开发的背后，是我省

围绕国家“马铃薯主粮化”战略，扎实组织实施

特色农产品及食品加工产业链，以精深加工带

动产业链价值链进一步提升。

我省制定印发了特色农产品及食品加工产

业链马铃薯产业《实施方案》，成功申报国家级

马铃薯产业集群建设项目，下达建设资金 1 亿

元，围绕精深加工、仓储流通、良种繁育、绿色标

准化基地、市场流通等共建设了 34 个重点项

目。全省已培育壮大马铃薯企业 96 家，其中省

级以上马铃薯龙头企业 52 家，引领示范马铃薯

产业化发展。

同时，我省打造出安定区、会宁县、民乐县、

庄浪县、山丹县等一批马铃薯加工强县。这些

县区发展壮大一批马铃薯精深加工及主食化休

闲食品生产龙头企业，鼓励企业加大技术改造，

提高产品竞争力。

由民乐县政府和荷兰考森·爱味客集团合

作投资建设的甘肃爱味客马铃薯加工有限公

司，引进全球顶尖马铃薯全粉生产设备及技术

工艺，原料储存能力达 5.4 万吨，原料年加工量

达 10 万吨，是中国最大的马铃薯雪花全粉生产

企业，成品年产出 2 万吨，年产值 2 亿元。通过

签订订单，带动民乐县 50 家农业企业和合作社

集中连片种植马铃薯超过 7 万亩。

通过延链、补链、强链，培育壮大马铃薯加工

产业链，发展壮大一批马铃薯精深加工及主食化

休闲食品生产龙头企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

价值链、完善利益链，马铃薯产业已成为示范引

领全省现代寒旱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样板产业。

2022 年底，全省年马铃薯制品生产能力

70 余万吨，实际加工 66 万吨，其中精淀粉 30 万

吨，全粉 3 万吨，休闲食品及主食化产品 3 万

吨，粉条、粉皮 30 多万吨，年累计加工鲜薯 500

多万吨，加工转化率达到 30%以上。2022 年全

省马铃薯全产业链产值达到 340 亿元，农民人

均产业收入达到 1700 元，其中优势产区农民人

均产业收入超过了 2200 元。

从“救命薯”到“温饱薯”，从“脱贫薯”到“小

康薯”，再到“振兴薯”“营养薯”，在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甘肃实践中，马铃薯产业奏响了陇原

乡村振兴的“致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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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朝霞

霜降见霜，米谷满仓。陇原已至晚

秋，田野斑斓多彩。

眼下，河西走廊等灌区的马铃薯收

获已近扫尾，一台台大型马铃薯收获机

列队驶过，一颗颗圆滚憨实的马铃薯从

泥土里翻滚出来，村民们紧跟其后，手

脚麻利地捡拾。

陇中、陇东等地马铃薯收获进入高

峰期，马铃薯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大

户们组织农机手驾驶着机械，来回穿梭

在田地间，收获的一袋袋马铃薯堆满地

头，吸引客商们前来收购，拉运马铃薯

的车辆络绎不绝。

马铃薯是甘肃三大粮食作物之一，

种植面积和产量占全省粮食播种面积

和产量的 1/4 以上。近年来，甘肃做大

做强马铃薯产业，以农产品加工业和食

品工业为牵引，统筹推进品种培优、品

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带动

产业链价值链提升，推动马铃薯产业走

上了全产业链发展的路子，努力实现马

铃薯大省向马铃薯强省跨越。

定西马铃薯研究所采用雾培法生产马铃薯

原原种。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郭志辉

甘肃集华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对马铃薯苗进行

茎尖剥离。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王朝霞摄

甘肃农垦条山农场正在进行机收马铃薯作业。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刘维栋

马铃薯新品种。

民乐县六坝田园综合体马铃薯智能化高效示范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