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盘山而上，层层梯田郁郁葱葱。张文

伟走进自家田间，眼前是一垄垄绿油油的

马铃薯。去年，张文伟种植马铃薯 260多

亩，年根儿一算账，净收入超过 30万元。

张文伟的家，在甘肃省定西市安定

区巉口镇剡家川村。村民世代种植马

铃薯，如今感觉大不同。

“定西有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

张文伟说，这句在当地流传已久的俗语，

其含义已与从前不一样：过去“陇中苦瘠

甲天下”，吃马铃薯不挨饿；如今小土豆

长成大产业，种马铃薯能致富。

马铃薯具有耐旱、耐寒、耐瘠薄的

特 点 ，定 西 是 最 佳 适 种 区 之 一 。 党 的

十八大以来，定西市连续 10 年将马铃薯

产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立足马铃薯做

好“土特产”文章。“定西马铃薯”先后入

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中国农业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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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农业农村部在定西举

办全国马铃薯产业现场推进会。据现

场推进会新闻发布会介绍，定西市马铃

薯原原种年产量和以精淀粉为主的马

铃薯深加工产品年产量，双双占到全国

的约 1/3。2022 年，定西市马铃薯全产

业链产值达 225 亿元，产业收入占农民

人均纯收入的 23%。

小土豆如何长成了大产业？日前，

记者走进定西一探究竟。

种薯之变
种 植 环 节 实 现 脱 毒 种

薯全覆盖，全市年产马铃薯
原原种 15 亿粒以上

一亩地能产多少马铃薯？张文伟

家三代人，各有各的数。

张文伟的爷爷张富清说：“年轻时，

种得好，能上 1600 斤。”

张文伟的母亲段晓兰说：“十几年

前，遇上好年景，能收 2000 斤。”

张文伟说：“近 8 年，亩均产薯 3000
多斤。”

地 还 是 那 地 ，产 量 却 翻 了 倍 ，奥

秘 何 在 ？ 张 文 伟 说 ：“ 父 辈 们 都 是 种

田 的 好 把 式 ，如 今 产 量 高 ，关 键 在 于

种薯好。”

对儿子这话，段晓兰感触颇深：过

去都是自留种，头年挖的马铃薯，挑个

大、周正的，来年当种薯。然而几年种

下来，产量就走下坡路，病害也多起来，

“有的切开瓤发黑，有的吃起来嘴发麻，

还有的得了粉痂病，好端端个马铃薯，

像是长一脸麻子……”

“现在咱定西早就推广普及脱毒种

薯，您说的那些问题都是老皇历。”张文

伟笑着接过母亲的话。

啥是脱毒种薯？

走进定西马铃薯研究所，身着白大

褂的女工们正全神贯注于一项“精密工

作”——她们手执镊子、剪刀、灭菌器，

对 马 铃 薯 脱 毒 种 苗 进 行 茎 切 断 繁 育 。

“所谓‘脱毒’，就是除去马铃薯本身所

带的病毒，减少病害。”定西马铃薯研究

所负责人李进福介绍，脱毒种苗经过扩

繁后，再移栽定植培育，就会长出不携

带病毒的原原种，“‘原原种’种到地里，

长成‘原种’，‘原种’再下种，长成‘一级

种’，供农民种植，实现丰产。”

据考证，定西的马铃薯种植史已有200
多年。当地 1996年起实施“洋芋工程”，大

力发展马铃薯产业，可直到本世纪初，还没

有农民种上脱毒种薯。“缺技术、少费用、没

经验，屡败屡试。”李进福说，在实验室中培

育出脱毒种苗不难，难的是规模化种植。

前者处于无菌环境，量小可控；后者自然生

长，量大难管，湿度、温度等任何一个因素的

变化，都可能让努力归零。

1994 年，李进福与一家知名农业企

业签了 300 万粒的原原种订单，最后仅

产出 30 万粒。“当时，脱毒种苗的成活率

只有 10%左右。”李进福说，经过两年的

研究，才发现是湿度过大和营养液配方

不精细所致。“很多看似简单的问题，都

离不开以年为计的观察研究。”李进福

说，科研人员历经十余载攻关，终于让

脱毒种苗成活率达 99%，实现了原原种

的规模化生产。

步入定西马铃薯研究所的温室大

棚，女工们正用镊子将种苗扦插进水培

盘。“无土栽培能有效降低脱毒种苗的

病害。”李进福说，随着工艺和技术的迭

代，无土栽培的基质已从相对单一的蛭

石扩展到椰糠、水等多种基质。同时，

研究所还掌握了更为先进的雾培技术。

掀起一排长出了脱毒薯苗的塑料

布，只见布下悬吊在空中、长约 30 厘米

的白色根茎上，挂满了鹅卵石大小的原

原种。根茎间，两根直径约 3 厘米的银

色钢管，贯通雾培棚。钢管上，每间隔

30 厘米，有一个黑色的雾化喷头，“雾化

喷头每隔 15 分钟自动输送一次营养。”

李进福介绍，雾培产量是基质栽培的 10
倍，每株种苗可产原原种 40 至 50 粒。

“起初，脱毒种薯技术攻关难，推广

也不易。”李进福回忆，尽管种植脱毒种

薯，产量平均可提高约两成，但那时乡亲

们对新技术不熟悉，担心颇多，仍普遍选

择自留种。为了让群众放心种，定西市

严格执行种薯生产经营许可、生产基地

认定和质量追溯管理制度，种薯生产企

业建立了田间生产记录档案，保证种薯

品质优良。在剡家川村，张文伟的父母

拿出两亩地，做了试验田。“收获时过秤，

一亩地多收了几百斤。”段晓兰说，第二

年家里的地全部用上了脱毒种薯。

如今，定西马铃薯研究所每年生产

马铃薯脱毒试管苗 6000 万株、马铃薯原

原种近 1 亿粒，出口沙特阿拉伯、埃及等

多个国家。定西市共培育种薯生产企

业 33 家，年产原原种 15 亿粒以上。全

市在马铃薯种植环节已实现脱毒种薯

全覆盖。

种法之变
去 年 全 市 马 铃 薯 耕 种

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74.58%，
水 肥 一 体 化 示 范 点 亩 均 增
产约 2000 斤

走进张文伟家偌大的农机库房，种

植机、覆膜机、施肥机、拖拉机等农机具

依次排列。

“过去凭力气，如今靠科技。从播到

收都有农机具，高效率带来高效益。”张

文伟拍着覆膜机说，这个大家伙一天能

干 40 亩地，相当于两个壮劳力忙 20 天。

以前，张文伟的父母牵两头毛驴下地，一

年到头只顾得住十几亩。如今，机耕、机

种一条龙，张文伟的马铃薯种植面积今

年扩大到 400 亩。2022 年，定西市马铃

薯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74.58%。

“农机开进山沟沟，旱塬种出高产

田。”巉口镇党委书记李金雄介绍，定西

山 坡 地 较 多 ，农 田 碎 片 化 问 题 一 度 突

出。过去农机下地免不了越“界”，今儿

压了剡家的苗，明天碰了郭家的树，难免

磕碰。近年来，定西市将标准化基地建

设与旱作农业技术推广、高标准农田建

设等相结合，打破乡镇、村社界限，建起

了集中连片的马铃薯标准化种植基地。

记者搭乘张文伟的皮卡车，沿硬化

路上山。约半小时后，车停路边，车窗

外的指示牌上写着：郭家窝窝社。“从这

里可以看清村子的山貌地势。”下车顺

着 张 文 伟 手 指 的 方 向 看 ，起 伏 的 山 梁

上，耕地连片，却鲜见分界的地埂。张

文伟说，他在村里流转了 750 亩地，种植

马铃薯、玉米、小麦等作物。

土地流转盘活了旱地，也壮大了特

色优势产业，加速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

业转变。截至 2022 年，定西市种植马铃

薯 281.77 万 亩 ，建 成 万 亩 以 上 基 地 17
个、千亩以上基地 120 个。

安定区鲁家沟镇将台村就是发展

现代农业的受益者。夏日的将台村，一

层层梯田绿意盎然，一排排节水滴灌设

备正在作业，涓涓细流润泽田畴，浇灌

着茁壮生长的马铃薯。

将台村引水上山水肥一体化示范点

技术负责人安磊说，去年，相较于普通农

田，滴灌种植的马铃薯亩均增产约 2000
斤，节肥约 30%，节水约 40%，省工约 50%。

鲁家沟镇是典型的干旱山区，十年

九旱，水贵如油。将台村天旱地薄，年

降水量不足 300 毫米，由于马铃薯块茎

的快速膨大期缺水，亩均产量常年徘徊

在 2000 斤左右。

2021 年 ，安 定 区 实 施 引 水 上 山 工

程，在鲁家沟镇将台村半山坡建起了马

铃薯智能水肥一体化示范点，将引洮工

程二支渠的水提升 280 米至高处的 2000
立方米蓄水池，通过管道自流形成“田

间自来水”，让 1100 亩旱田实现了水肥

一体化滴灌。同时，通过“土壤墒情自

动监测+智能决策+精准水肥管理+终

端智能控制”的智慧农业模式，实现一

键管理、精准滴灌。

“ 引 水 上 山 ，荒 地 变 良 田 ；水 肥 一

体，节本又增效。”安磊说，通过应用水

肥一体化技术，既满足了马铃薯生长所

需的水、肥，又能对水、肥进行均匀、适

量地控制和供应，提高了水、肥利用率。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细账：水、电、耗

材设施、水溶肥等滴灌费用加一起，一

亩地一年 300 多元。近 5 年，马铃薯市

场 均 价 每 斤 0.8 元 左 右 ，亩 均 增 产 约

2000 斤，意味着每亩增收 1600 元上下，

“收支相抵，还是划算。”

目前，鲁家沟镇水肥一体化滴灌面

积已超过 6500 亩，水肥一体滴灌的土地

马铃薯亩均产量 4000 余斤，部分高产品

种达 8000 斤以上。

吃法之变
延伸产业链条，聚焦精

深加工，马铃薯加工成淀粉
增值 1 倍，加工成食品增值
4 倍

饭香扑鼻，热气腾腾，会客室茶几上

并排放着白色、紫色两样“米饭”。“这是

定西产的‘米饭’，尝尝口感如何？”甘肃

凯凯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李永兴热情地递上餐具。

“定西也产米？”带着疑惑，记者动

起筷子。白色“米饭”质白如玉，香软可

口；紫色“米饭”粒细体长，香糯不腻。

“定西不产米，这是马铃薯‘米’。”李永

兴爽朗笑道。

原来，眼前的“米”，马铃薯是主料，

占比 30%至 50%。“3 年前，我们申请了国

家专利，并安装了一条生产线。”李永兴

带着记者走进生产车间，只见磨皮后的

马铃薯被打成生浆，和米粉、小杂粮等

搅拌后，经挤压重塑成天然大米形状，

其 水 分 控 制 在 10%，可 储 存 3 年 左 右 。

“马铃薯营养丰富，马铃薯‘米’高度保

有马铃薯的营养成分。”李永兴说。

除了马铃薯“米”，马铃薯还能加工

成饼干、面包等多种食品。“要做成这些

产品，首先要生产出高品质的马铃薯全

粉。”在甘肃薯香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杨新俊带着记者参观生产线。透

过玻璃墙，一个个土里土气的马铃薯进

入原料入口处，经 12 道全自动工序后，

变成一袋袋雪白的马铃薯全粉。“每一道

工序，技术含量都很高。”杨新俊说，比

如，对清洗后的马铃薯进行蒸汽去皮，不

管薯形如何，都能完整去皮，“就像剥鸡

蛋，只去壳。”

蒸汽去皮技术实现了马铃薯的最大

利用率，漂烫再冷却工艺则保证了全粉

的品质。杨新俊介绍，切片后的马铃薯

容易发生褐变，漂烫再冷却工艺能防止

这一变化，提升马铃薯全粉等级。“这个

过程，就像拌凉菜洋芋丝，焯水之后过凉

水，口感更脆。”杨新俊打了个比方。

工艺水平高，全粉品质好，订单销

量旺。“去年，公司生产马铃薯全粉 8000
多吨，全都销往东南沿海知名食品生产

企业，产值过亿元。”杨新俊说，为延伸

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公司还建起了马

铃薯酥、马铃薯曲奇饼干生产线，去年

销售额达 300 万元。

“马铃薯加工成淀粉增值 1 倍，加工

成食品增值 4 倍。”定西市农业农村局党

组成员、市马铃薯产业办公室副主任李

学文介绍，定西近年来以工业思维谋划

农业，聚焦马铃薯精深加工。截至目前，

全市已建成万吨以上马铃薯加工龙头企

业 28 家，年加工能力达 96 万吨，涉及全

粉、主食产品、定西宽粉等多款产品。

小 小 马 铃 薯 串 起 一 条 产 业 链 。

2008 年至 2021 年，中国·定西马铃薯大

会连续 14 年被列入农业农村部（原农业

部）展会计划，由农业农村部（原农业

部）和甘肃省政府共同主办，通过展览

展示、考察观摩、高端论坛及良种推介、

产销衔接等活动，全方位宣传推介定西

马铃薯产业。

张 文 伟 至 今 参 加 过 5 次 中 国·定

西 马 铃 薯 大 会 。“ 过 去 马 铃 薯 吃 法 不

多 ，主 要 是 蒸 煮 炒 。 这 些 年 ，每 一 次

参 会 ，都 能 发 现 新 的 吃 法 ：马 铃 薯 馒

头、马铃薯面包、马铃薯葱花饼、马铃

薯曲奇饼干……”张文伟说。

销售之变
线上线下融合，仓前仓

后配套，种植合作社直连全
国市场，鲜薯年外销量稳定
在 200 万吨左右

16 万斤马铃薯，怎么卖？

张富清说，当年赶大集，肩挑背驮，

一次带 100 多斤货，能不能卖完，还要看

运气。“卖 16 万斤？没想过。”

“白天挖、晚上卖。”段晓兰说，10 多

年前，每到收获季，火车站附近搭起临

时交易市场，种植户一天最多跑一趟，

一趟就算拉 2000 斤，也得卖 80 天。

“ 那 时 候 ，信 息 不 灵 ，也 没 仓 储 设

施，只能边挖边卖。”张文伟的父亲张寿

说，彼时道路条件差，大货车进不了村，

农户只能开农用车、拉架子车，把马铃

薯运出去卖。

说 话 间 ，外 地 客 商 来 电 话 ，说 是

货车已进村，问张寿要 16 万斤马铃薯

种薯。对接、安排，几通电话，16 万斤

马 铃 薯 轻 轻 松 松 卖 了 出 去 。 张 寿 做

马铃薯生意 30 多年，后来成立种植专

业 合 作 社 ，对 马 铃 薯 的 销 售 之 变 感 触

格外深。

走进定西马铃薯综合交易中心，屏

幕上滚动着马铃薯的近期价格、当地库

存等信息。“我们依托马铃薯交易中心，

推 动 智 能 化 、数 字 化 信 息 管 理 平 台 建

设。通过图、表等形式，为信息管理平

台用户提供马铃薯销售环节的相关数

据。”定西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刘荣说，运

用大数据加强市场需求及供给等形势

研 判 ，实 现 了 产 销 精 准 对 接 、稳 定 衔

接。截至目前，已有 141 个合作社、6 个

涉农企业开设账户，上报收购、销售价

格数据各 3 万多条。

定 西 还 搭 建 了“ 陇 薯 宝 ”微 信 小

程 序 ，实 现 供 需 信 息 和 价 格 行 情 掌 上

传 送 ，并 免 费 向 农 户 开 放 。 张 寿 点 开

“ 陇 薯 宝 ”，近 12 个 月 的 田 间 收 购 价 、

批发价、超市价等信息一目了然。“前

几 天 ，福 建 厦 门 客 商 通 过 网 上 信 息 寻

到 我 们 马 铃 薯 协 会 ，要 求 每 天 发 200
吨 马 铃 薯 。”兼 任 安 定 区 马 铃 薯 协 会

副会长的张寿说，协会揽活、寻活，再

分 发 给 种 植 合 作 社 ，有 单 一 起 干 ，有

钱一起赚。

近年来，为解决信息错位、沟通不

畅 ，好 薯 不 好 销 、卖 不 上 好 价 钱 等 问

题 ，定 西 市 充 分 发 挥“ 互 联 网 + ”的 作

用，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产销精准对

接 的 马 铃 薯 产 销 机 制 ，让 小 土 豆 连 通

大市场。

如今，定西村村通宽带、县县通 5G，

高速路通到部分乡镇，硬化路连到田间

地头。“互联网+路网”，带来马铃薯交易

模式的更新，种植合作社直连全国市场，

一个电话、一条微信就能接上头。

线上线下融合，仓前仓后配套。定

西市已建成各类贮藏窖（库）95 万座，马

铃薯贮藏能力稳定在 360 万吨以上，有

效发挥淡吞旺吐、均衡供应、调控市场

的作用，鲜薯年外销量稳定在 200 万吨

左右。

“我们把马铃薯产业作为巩固脱贫

成果、促进乡村振兴、推进一二三产融

合的优势主导产业。”定西市委书记汪

尚学说，将持续推动马铃薯全产业链发

展，力争 2023 年全市马铃薯产业产值突

破 240 亿元。

图图①①：：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香泉镇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香泉镇

马铃薯产业园内马铃薯产业园内，，工人在筛选无土栽培工人在筛选无土栽培

的马铃薯原原种的马铃薯原原种。。

王克贤摄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图图②②：：甘肃定西现代丝路寒旱农业甘肃定西现代丝路寒旱农业

综合示范园是当地重要的马铃薯原原综合示范园是当地重要的马铃薯原原

种繁育基地种繁育基地。。 李 博摄摄

图图③③：：定西一家淀粉制品企业的工定西一家淀粉制品企业的工

人在包装马铃薯宽粉人在包装马铃薯宽粉。。 王 颖摄摄

图图④④：：定西定西马铃薯研究所负责人李马铃薯研究所负责人李

进福在查看马铃薯进福在查看马铃薯原原种原原种长势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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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定西市马铃薯全产业链产值去年达225亿元，产业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3%

小 土 豆 长 成 大 产 业
本报记者 董洪亮 王锦涛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2 年底召开的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
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
点。没有产业的农村，难聚人气，更谈不上
留住人才，农民增收路子拓不宽，文化活动
很难开展起来。各地推动产业振兴，要把

‘土特产’这 3个字琢磨透。”
“土”讲的是基于一方水土，开发乡土

资源；

“特”讲的是突出地域特点，体现当地
风情；

“产”讲的是真正建成产业、形成集群。
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按照“土

特产”三个字要求谋篇布局。近年来，各地
不断探索实践，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
品牌，越来越多的土特产走出村寨、跨越山
海、融入市场、摆上餐桌，结出了助农增收

“金果果”，绘就了乡村振兴新图景。

在 2023 中国农业品牌创新发展大会
上，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国
省级农业农村部门重点培育的区域公用品
牌约 3000 个。据测算，2022 年中国农业品
牌目录区域公用品牌农产品产量较 2012
年增长近 55%，销售额增长近 80%，带动当
地农民收入增长 65%。

去年 10 月，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推
介 2022 年农业品牌创新发展典型案例的

通知》，定西马铃薯、金乡大蒜、盐池滩羊等
50 个品牌榜上有名。如何立足“土”、体现

“特”、形成“产”，让乡村资源优势、生态优
势、文化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产业优势？
近日，记者赴甘肃定西、山东金乡、宁夏盐
池，开展典型案例的解剖式调研，探访各地
怎样做好“土特产”文章。

从今天起，记者调查版陆续推出“做好
‘土特产’文章”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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