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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有力量

“中国薯都” 的背后“中国薯都” 的背后

在“中国薯都”乌兰察布市，有一座有趣有料

有文化的马铃薯博物馆。在那里可以读懂马铃薯

数千年的世界史，倾听各国的马铃薯故事，还能借

助 3D 打印技术，通过实物模型看到立体的马铃薯

从发芽生长到开花结果的全过程。

“在馆内体验区，参观者还能在虚拟驾驶器

上 进 行‘收 获 马 铃 薯’游 戏，在 VR 实 验 室 体 验

马铃薯研发细节，在马铃薯主题餐厅制作品尝美

食……开启一段妙趣横生的马铃薯之旅。”博物馆

讲解员小薛介绍说。

马铃薯博物馆已经成为乌兰察布市对外宣

传的窗口，扩大了当地马铃薯的影响力。李紫在

卖自家马铃薯时硬气地说，“我们这儿是‘中国薯

都’，不信你到博物馆去看看”。

马铃薯是仅次于小麦、水稻、玉米的世界第四

大粮食作物，有“地下苹果”和“第二面包”的美誉。

乌兰察布市马铃薯种植面积及鲜薯年产量均居全

国地市级前列，2009 年被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命名

为“中国马铃薯之都”。

马铃薯是内蒙古传统优势特色作物，产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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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基地。“十四五”期间，计划总投资 600 亿元，装

机规模达到 1200 万千瓦，实现固沙面积 34 万亩，

并网后发电量达 240 亿千瓦时，实现经济效益、生

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共赢的良性循环新局面。

治理沙漠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只有统筹

考虑当前和长远、公益和利益、发展和民生的关

系，才能保证治理的有效性、可持续性。磴口县在

推进沙漠治理的过程中，注重生态治理、生产发展

和民生改善相统一，坚持适地、适树、适草、适种、

适产，出台推进沙漠治理的激励政策措施，培育和

种植既有生态治理效益又能产生经济效益的沙生

作物，大力扶持发展特色林果业、中药材种植等沙

产业，让参与者有收益有回报，从而实现生态、生

产、生活“三生”共赢发展。

内蒙古王爷地苁蓉生物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均

是一名土生土长的磴口人。在 20 年的防沙治沙

经历中，他大胆尝试，在沙生植物梭梭根部接种肉

苁蓉，走出了一条“以生态产业养生态工程”的可

持续发展道路，创造了以“生态修复共同体 + 产业

振兴共同体 + 健康养生共同体”为核心的乌兰布

和沙漠王爷地肉苁蓉产业绿色发展模式。

“我们接种苁蓉不仅不和农业争水抢地，还能

防风固沙。”魏均介绍，该企业已在沙区种植梭梭

林 2 万多亩，人工接种肉苁蓉 2 万亩，研发生产的

肉苁蓉茶、肉苁蓉饮品等系列产品年产值达 1 亿

元。

以梭梭为主的灌木林接种肉苁蓉、以“圣牧”为

主的优质牧草种植、以沙漠葡萄和沙棘等为主的沙

区特色经济林种植，还有以湿地、荒漠资源为依托的

生态旅游，磴口的治沙产业正日益多元化，在沙漠成

功探索出一条绿色生产链，让产业链“联农带农”，走

出了一条绿富同兴的新路子。

（调研组成员：宋明  吕亚娟  李贵文  王婷，

执笔：李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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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良好。为推动内蒙古由马铃薯产业大区向产业

强区迈进，今年 9 月，自治区出台了《关于推进马

铃薯产业链发展六条政策措施》的通知（简称“薯

六条”）。

“薯六条”聚焦“马铃薯百亿级产业扩规提质”

目标，按照马铃薯产业链发展需求，着力解决马铃

薯单产偏低、科技支撑能力弱、企业融资难、现代

化储藏设施数量不足和品牌不强等问题，全面推

进马铃薯产业提效增值。

作为国家重要马铃薯种薯、商品薯和加工专

用薯生产基地，乌兰察布市全面贯彻落实自治区

党委、政府的安排部署，以“做强种薯、做优鲜食

薯、做精加工薯”为目标，持续强化马铃薯上中下

游产业链融合，全力打造马铃薯产业发展示范区。

如今，乌兰察布马铃薯品牌价值已突破 100

亿元，位居全国五大马铃薯产区之首。让我们一

起走进乌兰察布，去探究“中国薯都”背后的发展

“密码”。

“中国薯都”的背后有种业自主创新的底气

一场雪过后，立冬的商都天气格外寒冷。走进

内蒙古希森马铃薯种业有限公司商都马铃薯技术

创新中心，记者立刻被眼前一片绿色马铃薯杂交试

验田所吸引。一株株育种秧苗旺盛生长，有的已结

出一颗颗绿油油的浆果，孕育着满满的希望。

公司组培中心总经理黄兆文介绍说，“商都马

铃薯技术创新中心依托国家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集结了一批马铃薯育种专业高端科研人才，

具备一流的产业技术水平和先进的实验设施条

件，是我国马铃薯新品种选育体系最完整、育种规

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科研育种基地。”

“中心建成后，将形成从种质资源保存、评价、

利用，杂交育种、基因编辑生物育种到育种材料筛

选实验、新品种选育实验，再到微型薯基质栽培实

验、雾培实验、试管薯培育实验，最后到小规模区

试，一套完整的产业化创新育种体系。”

内蒙古马铃薯种业研究经历了从国外引种鉴

定，到品种间杂交和种间杂交，再到生物技术育种

的过程。为了加快推进马铃薯产业和种业创新工

作，2020 年内蒙古科技厅选择马铃薯产业集群优

势较好的乌兰察布市建设内蒙古马铃薯种业技术

创新中心，并通过“科技兴蒙”行动重点专项给予

支持。

乌兰察布市农林科技研究所马铃薯研究室

主任林团荣介绍说，“由乌兰察布市农林科技研

究所牵头的内蒙古自治区马铃薯种业技术创新

中心，围绕种业核心问题开展技术攻关。经过近

10 年的常规育种，我们自主选育的抗旱、高产、抗

病、高淀粉马铃薯的新品种‘蒙乌薯’1 到 6 号，

已进入登记推广阶段。今年我们筛选的其他 20

多个优良脱毒高代品系，在 6 个示范旗县进行布

点试验。”

在乌兰察布市农林科技研究所，林团荣悉心

地向我们讲解了从马铃薯实生籽育苗、单株选择、

品系比较、种薯脱毒到生产原原种、再到马铃薯原

种的培育过程，“培育马铃薯新品种试验任务重、

周期长，从 2013 年到现在我们做了两千个组合几

万份试验材料才取得现在的成果。”

林团荣和丈夫李慧成是乌兰察布市最早引入

从事马铃薯研究和推广的青年人才代表，两人志

趣相投、携手互助，因此成就了“土豆姻缘”，共同

为马铃薯种业研究和发展添砖加瓦。

农以种为先，种优则粮丰。“薯六条”把支持

种薯繁育产业做强放在首位，提出“支持种薯繁育

基地建设，统筹国家和自治区制种大县奖励资金，

支持马铃薯良繁基地建设，鼓励旱耕地种植优质

种薯，提升基地服务能力和水平，同时支持开展种

薯质量认证，提升种薯质量”。

在种薯选育上持续发力，给小土豆装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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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芯”。乌兰察布市大力实施马铃薯良种繁育提

升行动，开展马铃薯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先

后建成了内蒙古马铃薯科学观测实验站、引进国

家现代农业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金黎

平研究员建设了乌兰察布市马铃薯首席专家工作

站、牵头组建了内蒙古马铃薯种业技术创新中心

等 5 个马铃薯国家级创新平台。

乌兰察布市农牧局马铃薯办公室主任王晓煜

告诉记者：“目前，乌兰察布市马铃薯良种繁育基

地面积稳定在 40 万亩，组织培养室面积、气雾栽

培面积全国第一，网室栽培面积内蒙古自治区第

一，年脱毒苗生产能力 10 亿株、原原种生产能力

20 亿粒。” 

“中国薯都”的背后有全产业链发展的实力

一辆辆绿色邮政车正向东驶出乌兰察布，车

上既有马铃薯全粉、干片，还有马铃薯土豆泥、粉

丝、醋等新产品……不用多久，这些“土豆家族”

将出现在京津冀等地上千家超市的货架上。

“又酥又脆！”“是薯条的原本香味！”“我这

个是麻辣小龙虾味的！”……在内蒙古民丰种业

有限公司里，“嘟嘟薯”原切薯条让在场者“欲罢

不能”，有人还不禁吮吸了下手指。

“嘟嘟薯”是民丰种业的子公司内蒙古蒙薯食

品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自有低温薯品牌。近年来，

凭借非高温油炸、非膨化工艺、零反式脂肪的特

点，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青睐。记者注意到，仅在

淘宝网上的“嘟嘟薯旗舰店”内，“嘟嘟薯”原切薯

条已有最少 9000 份的销售量。

“我们发现随着优质种薯普及率越来越高，就

会出现马铃薯产量很高但只靠鲜食市场消化不了

的情况，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提高深加工能力、

让马铃薯产业转型升级。”民丰种业副总经理陆晓

勇说。

在乌兰察布，“嘟嘟薯”拥有薯条全产业链，

依托专业育种、规模化种植、打造高标准高质量自

有工厂、世界领先工厂设备，实现全程管控产品品

质。

从“种好土豆”到“卖好土豆”，关键在产业水

平和产业链条。不仅要靠提高单产质效，更要靠

提高精深加工能力和市场转化能力。依托近年来

兴起的订单农业模式，希森集团在育种、繁育的同

时，专门建设了生产线，加工生产马铃薯全粉、马

铃薯干片等。

马铃薯主粮化是国家既定的农业发展战略。

“马铃薯做成的全粉，保留了马铃薯的全部营养，

是马铃薯变为面条、馒头甚至是薯片的基础产品。

鲜薯最多储存 8 个月，但马铃薯全粉储存远远超

过这个时间。”黄兆文说。

“为了加快实现马铃薯主粮化，我们研发了一

种全新的主食——生浆馒头。”黄兆文介绍道，将

鲜马铃薯清洗去皮后直接打成生浆，然后跟面粉

按照 1 ：1 的比例混合制作而成，整个制作过程基

本不用水。这样的制作工艺下，生产成本和销售

价格同步下降了不少。

商都县农牧和科技局局长庞学锋介绍道：“现

在，种薯培育公司为农户提供种薯，农户既可以售

卖鲜薯，也可以卖给企业进行精深加工，做成薯

条、饼干、馒头等，还能加工成马铃薯醋、马铃薯料

酒等。剩下个头小的马铃薯被送进加工厂制成淀

粉，同时可以进行蛋白提取，制成马铃薯蛋白等。

马铃薯的薯渣还可以被饲料加工厂收购，作饲料

使用。一整套全产业链下来，马铃薯真正被‘吃干

榨尽’。”

乌兰察布加快马铃薯产业发展示范区建设，

做大做强马铃薯加工企业，提高精深加工水平，实

施科研创新提升行动，全面推进马铃薯产业提质

增效。到 2025 年，将乌兰察布打造成为专用薯品

类突出、种类标准规范、加工深度延展、流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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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科研创新领先、产业链条完整，产能超百万

吨、产值超百亿元的“双百级”马铃薯产业发展示

范区。

“中国薯都”的背后有增收致富的前景

随着拖拉机的轰鸣声远去，一颗颗金黄色的

马铃薯被翻上了地面。来自浙江的收购商从地里

捡起几颗看过后，同集宁区种植大户安爱国达成

了交易。

“今年马铃薯前期价格高，我获的纯利有 140

万。”谈起种植马铃薯致富的事儿，安爱国忍不住

笑开了花。

安爱国这两年能挣上大钱，都得益于土地流

转政策。2006 年，他获得了 200 亩流转土地，现

在，流转到手的地增加到了 4000 亩。这对于会种

田、善管理、知行情的安爱国来说，无疑是“借上了

东风”。

4000 亩土地中，安爱国把 800 亩拿来种马铃

薯。乌兰察布市土壤多为沙壤土，土质疏松、透气

性好，有利于马铃薯块茎膨大；日照时间长、昼夜

温差大，有利于马铃薯营养物质含量的积累。独

特的自然条件使得这里的马铃薯具有块大、皮薄、

干物质含量高、无污染及适合加工、适口性佳等优

点。

“用俗话说，就是它很‘沙’，入口绵软。特别

是希森 6 号，淀粉高，尝起来特别沙。”说起乌兰察

布马铃薯的特色，安爱国介绍道。

就在安爱国夸赞希森 6 号的好处时，家在商

都县的黄素芳也在向农户展示它的好。

“卖马铃薯种子都是在收获时卖，用不着吆喝

也用不着夸，土豆起出来，种的人一看就懂。”黄素

芳卖马铃薯种子从来不靠嘴，靠的是现成的“收获

展”。

农民最信实打实的东西。凭借“收获展”，黄

素芳和 300 多户薯农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卖希森 6 号种子，让黄素芳每年能收入 30 —

50 万元。去年，她还因为获得公司的销售冠军，

被奖励了一辆宝马 X5。

“作为一家企业，我们必须弘扬企业家精神，

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方面

不断提升自己。帮助当地农民致富正是我们应尽

的责任之一。”黄兆文说。

“除了沃土、希森这样的知名企业品牌，我们

乌兰察布还有一个著名的马铃薯地域品牌‘后旗

红’。”集宁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郝梅介绍道。

“后旗红”种于察哈尔火山草原上，这片由火

山灰所形成的土地富含镁、钾、磷、赖氨酸等多种

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同时，草原上

丰富的牛羊粪肥资源为优质马铃薯的生长提供了

充足的原生态养分，当地地下水中所含矿物质和

微量元素含金量又特别高，造就了“后旗红”马铃

薯营养丰富，口感沙面，细腻清香，品相好、味道佳

的特殊品质。

2015 年，在北京生活了多年的郭晨慧返乡创

业，瞄准了家乡的特色品种“后旗红”。相比于父

亲郭润，郭晨慧更有现代营销眼光。郭润卖马铃

薯论麻袋卖，批发价在 8 角 / 斤；郭晨慧卖马铃薯

论箱卖，精挑细选打造品牌，在电商平台一箱可卖

80 元，折合 10 元 / 斤。

“人才振兴是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农民增收的

前提。返乡创业的现代新型职业农民是农村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和新生力量。”内蒙古农

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盖志毅评价道。

据乌兰察布市农牧局局长王世平介绍，今年

乌兰察布市马铃薯种植面积达到 150 万亩，产量

达 300 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超 80 亿元。

从育种到种植，从鲜薯到加工，小土豆连接

“长链条”、种出大产业、变身“金蛋蛋”，“中国薯

都”乌兰察布前景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