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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渭源县杜家铺村产业现状及马铃薯应用实践
陆立银 1　王　敏 1　吕和平 1　徐福祥 2　陈　富 3

（1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所，兰州 730070；2 甘肃省渭源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渭源 748200； 
3 甘肃一航薯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兰州 730070）

摘要：甘肃渭源县大安乡杜家铺村是深度贫困村，山大沟深，地处偏远，以农业为主，种植的主要农作物是蚕豆、豌豆、马铃

薯、玉米、小麦、燕麦、荞麦、胡麻、党参、黄芪等，主体作物不突出。通过调研认为，因地制宜发展马铃薯种植是较好的产业，经

过实践证明，优质马铃薯产量高、效益好，应该作为优势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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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家铺村是甘肃省渭源县大安乡的深度贫困

村，通过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农村产业重点、农民

科技需求等情况的了解，认识了杜家铺村发展的现

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将来的谋划重点。该村山大沟

深，农户居住分散 [1]，种植业主体不突出，存在农户

主要劳动力外出多、马铃薯新品种应用不广泛、田间

管理技术落后、马铃薯产后销售信息缺乏等情况。

根据地域特点和种植业情况，把马铃薯作为引导产

业，从新品种提供、种植技术、科技培训、帮助销售等

方面给予科技帮扶和技术引领，通过马铃薯的科技

示范，为全村马铃薯发展起到带动作用。

1　基本情况
1.1　县乡社会经济状况　渭源县是“中国马铃薯良

种之乡”，始终把马铃薯种薯作为优势主导产业之

一，2018 年马铃薯种薯产业稳步推进，生产脱毒瓶

苗 4.8 亿株、原原种 5 亿粒、各级种薯 80 万 t，总产

值达到 4 亿元；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 7360 元，

但目前全县仍有 0.8 万户、2.9 万人、104 个贫困村

和深度贫困村没有脱贫。

大安乡位于渭源县东北部，东接陇西县，北

连安定区，西依本县秦祁乡、南邻北寨镇，南北长

16km，东西宽 15km，总面积 131km2，属典型的北部

半干旱山区。最高海拔 2531m，最低海拔 2231m，年

平均气温 5.7℃，无霜期 140d，年降雨量 260mm。总

耕地面积 3450hm2，人均占有耕地 0.267hm2，退耕还

林面积 2166.7hm2。大安乡是甘肃省 40 个深度贫

困乡镇之一，全乡辖 10 个行政村 68 个村民小组，10
个村全部为建档立卡贫困村，其中深度贫困村 2 个。

现有农业人口 3030 户、12697 人，有低保五保户

996 户、3680 人，占总人口的 28.98%，全乡有建档

立卡户 1091 户、4398 人，占总人口的 34.64%，已

脱贫人口 626 户、2675 人（其中 2018 年脱贫 286
户、1222 人），剩余未脱贫人口 465 户、1723 人，

占比 13.57%。未脱贫人口中有五保户 9 户、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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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规划及市场运营机制，保障农业经理人具有良好

的市场发展环境，在助力乡村振兴战略上发挥积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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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1.93% ；一类低保户 43 户、98 人，占 9.25% ；二

类低保户 132 户、468 人，占 28.39% ；三四类低保

户 202 户、816 人，占 43.44% ；一般贫困户 79 户、

332 人，占 16.99%。按照致贫原因来分，因病致贫

104 户、388 人，占 22.52% ；因学致贫 114 户、510
人，占 29.60% ；因残致贫 43 户、145 人，占 8.41% ；

因灾致贫 2 户、9 人，占 0.52% ；缺技术致贫 97 户、

379 人，占 22.00% ；缺劳力致贫 88 户、236 人，占

13.70% ；缺资金致贫 8 户、25 人，占 1.45% ；自身

发展动力不足致贫 9 户、31 人，占 1.80%。2018 年

底全乡人均可支配收入 6523 元，贫困人口人均可支

配收入为 3562 元。

1.2　杜家铺村自然与产业状况　杜家铺村位于大

安乡东部，北与安定区内官镇接壤，南与大安乡大涝

子村相连，东与安定区的香泉镇接壤，西与大安乡潘

家湾村相连，地势呈两山夹一沟，海拔 2200~2340m，

年平均气温 5.1℃，无霜期 140d，年降雨量 480mm，

降水主要集中在 6-9 月份。总面积 13.6km2，现

有耕地面积 589.1hm2，人均耕地面积 3.1hm2，退耕

390.1hm2。有 12 个社（杜家铺、大安岔、连家山、路

湾、菜花沟、常家渠、范家窑、崖湾川、潘上、潘中、潘

下、蔺家沟）、461 户、1921 人，农户居住分散，坐

落于山顶半山及沟内，其中长年举家外出的 57 户、

221 人，实际在当地生活的 404 户、1700 人。其中，

享受农村低保的 151 户、543 人，持证残疾人 72 人，

五保户 10 人，空巢老人 52 人，优抚对象 16 人，留守

儿童 29 人，31~55 岁单身汉 25 人。现有小学 1 所，

教师 8 名，在校学生 31 人。建有村级卫生室 1 个，

并配有村医 1名。全村有建档立卡户 216户、903人，

其中已脱贫 143 户、632 人，未脱贫 73 户、271 人，

贫困占比 14.11%。2018 年底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为 6670 元，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580 元。

是全乡 2 个深度贫困村之一，是脱贫攻坚的重点。

全村耕地全部为旱地，种植作物有蚕豆、豌豆、

马铃薯、玉米、小麦、荞麦、燕麦、胡麻、党参、黄芪等，

种植主要靠人力，机械化耕种滞后，其中马铃薯产量

不足 100kg/hm2。

1.3　杜家铺村组织化情况

1.3.1　村级建设　村委会班子有村支部书记、支部

副书记、主任、监委会主任、文书等，村上建有活动广

场、会议室、办公室、文化活动室等。

1.3.2　村帮扶工作组成情况　省财政厅、渭源县团

委、大安乡政府均派有驻村帮扶人员，其中乡政府驻

村帮扶人员较多。

1.3.3　村合作社建设情况　杜家铺村先后成立了

福顺种植专业合作社、新兴农机专业合作社、强顺

养殖专业合作社共 3 个合作社。福顺种植专业合

作社　成立于 2018 年 9 月，带动农户 160 户。合作

社服务内容是组织收购、销售社员种植的马铃薯、中

药材、金银花、食用菌、苜蓿等，为社员提供所需的种

苗、饲料、农药等，引进种植新技术、新品种，开展技

术交流和咨询服务。新兴农机专业合作社　成立于

2018 年，带动农户 71 户。现有机械设备 8 台，分别

为 604 拖拉机 1 台、904 拖拉机 1 台、土地深松机 2
台、筛药机 1 台、马铃薯收获机 1 台、小型玉米秸秆

打捆机 1 台、搅拌机 1 台。强顺养殖专业合作社　 
成立于 2018 年 2 月，带动农户 104 户。占地面积

0.767hm2，建设养殖圈舍 9 座、氨化池 2 处、蓄水池

2 个，8 月份初步建成并投入运营。合作社完全建成

后预计肉牛存栏量将达到 300 头，预计年出栏 100
头，年纯收入达 20 多万元，同时辐射带动本地农户

发展畜草种植和养殖业，加快当地农民脱贫致富步

伐，对本村经济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2　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科技需求
2.1　存在的主要问题

2.1.1　产业基础问题　（1）农业生产基础条件薄

弱，社会环境封闭。地处偏远，山大沟深，干旱少雨，

自然条件严酷，农业生产设施缺乏，土地靠自然经营

生产，灾害频繁，抗旱防汛、防灾减灾等方面薄弱，

农户居住分散，人们难以走出大山，社会环境相对封

闭。（2）农民科技素质普遍较低，产业发展技术相

对落后。农民文化程度低，自我发展能力不强，年轻

人外出务工，多为体力型劳动，收入低而不稳；在家

劳动力接受科学种养、转变生产方式的能力不强，信

息交流不畅，对新科技应用程度不高，农业生产经营

管理粗放，种养技术落后，致使农产品质量差、档次

低，竞争力不强，农产品销售困难。（3）农民组织化

程度低，新型经营主体刚刚起步。农业生产仍以分

散经营为主，很难与市场建立相对稳定的供货渠道，

小生产很难与大市场、大流通对接。2018 年成立了 3
个合作社，刚刚起步运营，需要进一步完善与规范。

2.1.2　马铃薯产业问题　（1）主推品种不突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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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的马铃薯品种市场对接不好，品种较杂且各品种

种植面积相差不大，主推品种优势不明显，新品种面

积还有待扩大。（2）种薯质量比较差。农户对脱毒

种薯应用概念模糊，种植一级种薯以上的农户少，

马铃薯退化快、产量低，农户收益少，主要是自食为

主。（3）农户种植分散。由于山大沟深、居住分散等

条件决定，马铃薯种植没有集中连片，没有建成规模

稳定的产业基地，规模效益不明显。（4）田间管理粗

放。群众对马铃薯没有进行种薯处理和配方施肥，

病害防治和杂草拔出不及时，造成了减产，贮藏不科

学，进一步影响了增收。（5）产品销路不畅。多数农

户与合作社没有对接和签定订单，是小规模生产，被

动应付着千变万化的大市场，马铃薯产品销路不畅，

收入偏低，时有时无，极不稳定，抵抗市场风险能力

差。马铃薯产业在助推精准脱贫上发挥的作用还不

理想。

2.2　当地对马铃薯科技的需求　通过走访了解到

农户对马铃薯方面的科技需求主要是新品种引进与

主栽品种的培育应用技术，标准化栽培技术集成与

田间管理技术，种植技术的科技提升培训，安全贮藏

技术与协助销售。

3　马铃薯科技的应用实践
3.1　思路设置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利用成果、人

才、技术优势，进行科技帮扶，发展产业，促进农民增

收，助力精准脱贫。甘肃省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

所（以下简称研究所）以精准脱贫为宗旨，以成果人

才为先导，以科技示范为主题，以优质种薯繁育为

核心，以栽培技术集成应用为重点，以培训服务为支

撑，研究所、帮扶队与企业（合作社）、县乡及贫困村

联合，通过马铃薯生产与农户联动，形成结合紧密的

示范、帮扶机制。

紧盯 2020 年精准脱贫、同步建成小康社会这一

宏伟目标，结合研究所专业特点，突出发展特色优势

产业在脱贫攻坚中的优先地位，形成“科研单位引

领、帮扶工作队支持、农技部门配合、乡村干部推动、

企业帮助销售、农户参与受益”的“六结合”格局，建

立起“研究所 + 企业（合作社）+ 基地（贫困村）+

农户（贫困户）”的帮扶模式，开展马铃薯种薯繁育

科技帮扶示范，栽培技术集成应用，农民科技素质提

升培训与咨询服务，提高马铃薯生产水平，措施精准

到村到户，强化产业扶贫，推进精准脱贫，助力杜家

铺村农民增加收入。

3.2　引导发展马铃薯措施　（1）组建工作小组。开

展渭源县杜家铺村马铃薯种薯繁育科技示范，组建

以省农科院牵头，成果转化处指导，研究所负责，与

渭源县农技中心、驻村帮扶工作队、乡村联合的实施

小组。（2）制定马铃薯专业化举措。计划 2019 年

起利用 2 年时间，在杜家铺村开展马铃薯示范重点

帮扶建档立卡户，扶持建档立卡未脱贫户，全面开

展技术培训。主要做到“五化”。品种主推化　主

推陇薯 10 号、陇薯 7 号等优质高产新品种，使其种

植面积在马铃薯总种植面积中占比提高；种薯统供 
化　由研究所与甘肃一航薯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统一无偿提供帮扶户所需种薯和种薯处理拌种

剂，使种薯级别得以提升；基地区域化　相对集中建

立核心示范点，当地合作社介入机械化耕作管理，起

到技术引领展示、示范作用；培训全程化　由研究所

技术人员编制教材，根据农时季节开展集中培训与

田间地头现场培训相结合的形式，开展系列化全程

技术服务，使主推马铃薯品种优质高产栽培技术入

户到田；销售订单化　对核心示范点贫困户种植的

种薯，由相关企业与农户签订协议，以优惠价统一

收购，保障稳定销售，实现稳定增收，稳定脱贫。在

示范点采用“五统一”的技术与管理措施，即统一品

种、统一拌种、统一田管、统一培训、统一收购，保障

帮扶示范措施到户落地。

3.3　马铃薯种植应用成效　2019 年示范面积

10hm2，覆盖 30 户、133 人，其中建档 27 户、118 人、

9.67hm2，非建档 3 户、15 人、0.33hm2。建档户中

有未脱贫户 6 户，种植了约 2hm2。示范分布在 3 个

基地，2 个基地相对集中，范家窑社 3.7hm2、潘中社

4.3hm2、崖湾川社分散种植 2hm2。

通过 1 年来的生产实践，种植群众都很满意。

提供的种薯陇薯 10 号 [2-3] 适应性强、纯度和脱毒级

别高、抗病性好、长势旺，加上拌种等新技术的应用

和种植技术的改进，田间覆盖好、绿头薯少、薯形美

观芽眼浅、大薯率高、产量好。

建档立卡户冉徐胜 70 岁的老父亲冉俊，提起

2019 年的马铃薯长势和产量表示非常满意，他说：

“因为相信科学，2019 年种植了 0.7hm2，春天马铃薯

种薯刚拉到村时有的老百姓不相信、不愿种，因为以

前的马铃薯抗病性不好，干枯死亡早，植株覆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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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农作物种子检验能力验证 

样品制备工作总结及体会
李建红 1　董琳娜 2　邓志文 1　欧阳昊婷 1

（1 江西省种子管理局，南昌 330046；2 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商学院，南昌 330013）

摘要：把好种子检验能力验证样品制备关，是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能力考评和种子生产经营企业检验室能力评估的

关键环节。对 2011-2017 年间江西省承担全国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和种子生产经营企业检验室的能力验证样品制备任

务进行了回顾，对主要做法和经验进行了疏理和总结，提出了相关建议，为促进农作物种子检验能力验证样品制备工作进一步

规范有效提供参考。

关键词：农作物；种子检验；能力验证样品；制备；总结；体会

种子检验能力验证活动是评价农作物种子质量

检验机构和种子生产经营企业检验室是否具有并保

持持续稳定检测能力的重要手段 [1]。能力验证样品

制备的稳定可靠、均匀一致是种子检验能力验证活

动有效开展的前提保障 [2]。2011-2017 年间，江西省

承担了多次全国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和种子生

产经营企业检验室的能力验证样品制备任务。工作

中，严格按照《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能力验证

办法》《农作物种子检验能力验证样品制备规范》[3]

等有关规定，强化手段、细化举措、周密安排、精心组

织，确保了承担任务的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取得了一

定的成效。回顾总结江西省工作开展的基本情况和

主要做法，探讨如何确保制备工作的程序科学规范、

样品均匀一致、结果准确可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种

不好、绿头薯多，而且个头小、产量低，不好销售。2019
年马铃薯收获后有些没有种植的农户就后悔了，都要

求明年种植！ 2019 年收获的马铃薯单个块茎大的有

1.0~1.5kg，小薯也少，马铃薯单个 150g 以上的精品就

卖了 2万多元，被村上福顺种植专业合作社收购去了，

还留下了 2020 年继续种的种薯和其他农户预定让留

的。省农科院的专家从种薯拉运开始直到收获，全程

服务培训，学到了马铃薯种植的好多技术”。

建档立卡未脱贫户侯军平说：“2019 年种植了

农科院的优良马铃薯品种陇薯 10 号 0.74hm2，也卖

出了 5000 多元，按大小分别放在了 2 个马铃薯窖里

贮藏起来，除了留些 2020 年的种薯外，都已预定卖

出了，收入 2 万多元；家里还养殖了牛、羊，还会开拖

拉机为村上的福顺合作社打工，自己能吃苦、勤快、

信心足，争取努力实现脱贫”。

2019 年在杜家铺村示范的马铃薯陇薯 10 号 
每 hm2 产量在 37.5t 以上，最高产量达到 45.0t。通

过机械覆膜垄作播种、机械覆膜人工点播、机械播种

膜上覆土、机械露地起垄播种等形式，技术引领了当

地种植方式的革命，取得了好的产量。农民说按照

新的种植方式，有优良的品种、适宜的栽培技术，就

会有好的产量，再加上有好的销售渠道，靠马铃薯产

业能够实现增收。通过实践，马铃薯研究所依托成

果、技术、人才优势，将继续主动助力杜家铺村的脱

贫攻坚，和县、乡、驻村工作队一道，抓好马铃薯科技

宣传培训指导工作，为全乡全村的脱贫持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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