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晋政办发〔２０２１〕９８号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山西省“土豆革命”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委、办、厅、局:

«山西省“土豆革命”行动方案»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４日　　　　

(此件公开发布)

—１—



山西省“土豆革命”行动方案

为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三农工作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

山西马铃薯区域特色和传统优势,着力解决我省马铃薯产业品种

创新能力不强、新型技术推广不够、产业链条不长等问题,促进马

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稳粮保供,制定“土豆革命”行动方案.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促

进一产高质量发展要求,围绕绿色发展、产业升级、增产增效发展

思路,加速品种更新换代,提高贮藏能力,加大新技术推广力度,加

快现代加工型马铃薯种植基地建设,提升产业精深加工水平,提高

“山西马铃薯”品牌影响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为巩固拓展全省脱

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二、总体目标

２０２２年,全省引进２个加工型马铃薯新品种,以村集体经济组

织、合作社为主体,建设１０万亩加工型马铃薯种植基地.到２０２５

年,培育和筛选２０个新品种,推广一批新技术,建设３０万亩现代加

工型马铃薯种植基地,形成机制灵活、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马铃薯

产供销机制,培育一支马铃薯产业新型经营主体队伍,主产区的马

铃薯产业种植效益增长１倍以上,将马铃薯产业打造成我省特色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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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主导产业和乡村振兴的支撑产业,推动山西迈入全国马铃薯产

业发展第一方阵.

三、重点任务

(一)品种创新行动

推进品种创新.依托山西农业大学(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

加强马铃薯育种基础理论研究,运用倍性育种、分子育种等现代育

种技术,选育出适宜我省种植的优质高产马铃薯新品种３个.

引进优良品种.发挥市县农业公益事业单位职能,支持我省

育繁推一体化种薯企业,引进试验优良的马铃薯品种,优化品种结

构.在全省分区域建立５个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筛选１５个以上

适合我省种植的新品种.

改良传统品种.依托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团队,运用杂

交育种、基因编辑、栽培等技术手段,对种植广泛、产量高、抗旱性

强的晋薯１６号等优良品种进行性状改良联合攻关,提升品质和商

品性.

(二)技术革命行动

脱毒技术现代化.以企业为主体,推广应用超低温脱毒等马

铃薯茎尖脱毒先进技术,引进水培、雾培、试管薯等国内外种薯高

效繁育技术.建设种薯三级繁育基地,保障脱毒种薯供给,提高种

薯质量,重点支持４－５家繁育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经营规模大

的育繁推一体化种薯企业.

推动全程机械化.促进农机农艺结合,在集中连片地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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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大型一体化、全系列农业机械;在以山地、坡地为主的地区,大

力引进、研发和推广使用适宜的小型马铃薯专用机械;提升马铃薯

产业机械化作业水平.

推广生产标准化.推广马铃薯有机旱作技术和马铃薯绿色优

质高效集成技术模式,打造一批标准化生产基地,推行包含机械化

垄作栽培、水肥一体化、黑膜覆盖、小拱棚等先进技术的配套高效

种植技术,提高马铃薯产量和品质.

推进管理智能化.运用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强

种植过程监管和信息采集,普及病虫害实时监测预警,建立应急方

案和物资储备,形成以质量控制为核心的现代马铃薯种植智能化

管理体系.

(三)加工升级行动

强化精深加工.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研发机

制,支持马铃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大科研力度,丰富精深加工

产品,将产业链扩展到化工、医药、美容、康养等附加值更高的领

域.加强马铃薯加工产生废水废渣的处理工艺研究.

丰富食品加工.鼓励食品企业创新,开发易携带、方便食用、

口味多样的马铃薯小食品,推动使用马铃薯粉制作主食.加强马

铃薯在配料、中间品、半成品等方面的产品创新,研发推广马铃薯

冰激凌、功能性饮品等新型产品.

完善贮藏设施.引导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对现有的马铃

薯贮藏土窑等进行改造,利用山多沟深的特殊地理条件,建设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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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马铃薯贮藏库.鼓励龙头企业建设高等级马铃薯贮藏设施,提

升马铃薯贮藏水平,降低贮藏损耗率.

(四)品牌打造行动

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

广泛开展马铃薯科普宣传活动,推动消费者自觉改变或调整膳食

结构,扩大消费群体.举办区域性马铃薯主食产品评比、“土豆宴”

大赛等特色活动,提升马铃薯在食品消费市场中的影响力,增加马

铃薯消费量.

提升品牌知名度.深入推进品牌建设和地理标志认证.加大

“山西马铃薯”省级区域公用品牌宣传力度,办好“土豆花开节”,提

高山西旱地雨养优质薯认知度.通过高端学术论坛、博览会、交易

会、展销会等平台以及网络视频、直播带货等形式,提升品牌知名

度.引导企业与农户共创企业品牌,培育一批有品牌效应的骨干

企业.

(五)经营主体培育行动

加强主体培育.加快培育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

引导小农户开展合作与联合,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共享合作收益.

推广生产托管.创新生产托管模式,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开展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发挥专业服务公司和服务型农民合作社

的骨干作用,运用全环节、多环节、单环节等多种托管形式,促进联

合融合发展,实现农户与服务组织双赢.

创新联合机制.支持马铃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牵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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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家庭农场和服务组织广泛参与,按照“资源要素畅通、利益联结

紧密、服务购销最惠”的原则,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共同组建马铃薯

产业化联合体,提倡签订“多级订单”,鼓励实行托底收购.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协调

省农业产业化领导小组下设的马铃薯产业发展工作专班要强

化组织协调,细化责任清单,进行指导监督和绩效评估.发挥专家

团队、项目工队、营销战队“三队”包联服务力量,全方位支持全省

马铃薯产业的提档升级.马铃薯主产市县农业农村部门也要成立

专门机构,细化目标,制定方案,抓好任务落实.

(二)强化政策扶持

马铃薯主产市县要充分利用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土地出让收

益等,加大对马铃薯种薯繁育、高标准种植基地建设、仓储设施建

设、深加工的补贴和扶持.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大对马铃薯全产

业链的贷款支持力度;财政部门要加大对贷款贴息的支持力度;推

广马铃薯种植收入保险,降低生产者的经营风险;引入马铃薯商品

期货＋价格保险,稳定生产者盈利预期.

(三)做好考核督导

马铃薯主产市县农业农村部门要制定本地区“土豆革命”行动

考核评价办法,按照实体化落地、项目化实施、季度化推进、责任化

落实、信息化创新“五化”要求,采取通报考核、现场推动、案例分

析、督导调研等方式,确保各项工作举措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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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院,省
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各民主党派山西省委.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８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