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袋即食的甘薯年糕、可生食的水果甘

薯……日前，全省甘薯新品种及全产业链技

术展示现场会在位于长兴县泗安镇的长兴紫

岭薯业合作社召开。

“这个甘薯种植基地是连片500亩‘非粮

化’改造地块，2022年起，省农科院联合长兴

县泗安镇二界岭村，充分发挥甘薯抗旱、耐瘠

薄的特点，结合我省甘薯主导品种和两项主

推技术，在此开展甘薯高产示范。”省农科院

作核所（国家甘薯产业体系杭州综合试验站）

专家吴洪列向记者介绍，眼下，基地甘薯最高

亩产超过3000公斤，平均亩产达2000公斤。

2023年，在省农科院的技术支持下，合作

社建成薯条加工厂，开始加工薯条，并把薯

皮、残次薯、小薯等通过委托加工制成粉丝、

白酒等产品销售，拓宽产业格局，以全产业链

发展路径，实现加工增值2-3倍，亩产值破万

元。

走进位于丽水市莲都区仙渡乡中农智康

甘薯产业园的生产车间，自动装袋机正开足

马力加速运转，工人们将包装好的甘薯干和

甘薯片等番薯制品打包装箱。

“我们以甘薯干和甘薯片为主打的甘薯

制品不仅口感好，而且选用便于销售的包装

方式，很受外国朋友欢迎。今年，我们成功获

得几笔外贸订单，进一步拓展了市场。”该

负责人表示。

“以前，我们在外面打工，上下

班路远，非常不方便。现在走路几

分钟就能到上班地点，每个月能

赚 4000 元左右，工作稳定还能

兼顾家里的老人，很满足很开

心。”仙渡乡张山后村村民俞大

妈笑着说。

据介绍，自仙渡乡招引丽水

市中农智康有限公司以来，当地

逐步形成“加工企业+强村公司+

共富合伙人+农户”的农产品统购统

收机制，让近百名农民在家门口就

业，“苗种产学研游”地瓜全产业链条初

具雏形，每年可带动强村公司年增收130余

万元，为农户创造家门口就业岗位近百个，临

时就业岗位200余个。

“未来，我们强村公司将联合生产企业，进

一步打通供应链和销售端，助推仙渡特色农产

品破圈出海。”仙渡乡副乡长赵浏阳表示。

全链发展扬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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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临安区西部山区海拔较高，

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沙土透水透气性

强，泥土呈碱性且富硒。

独特的山体和森林，形成了特殊的

小气候，种出来的小香薯分外香甜。目

前，临安区小香薯种植面积超1.5万亩，

从事小香薯生产的农户达上千户，成为

我省第一个引种小香薯并形成产业的

区县。

然而由于连年种植，天目山甘薯已

出现品种退化、产量下降、品质降低等

情况，一定程度上制约产业的发展。如

何解决？

近年来，临安区通过科技创新、改

良品种等举措，为甘薯产业发展注入新

动能。

“作为一名农技人员，我希望能用

自己的知识，带着农户们加油干。”赵琳

是杭州市农科院派驻天目山镇的科技

特派员，她通过与浙江大学合作开展不

同产区甘薯病毒病普查，帮助原有甘薯

品种脱掉病毒，从源头上改善种苗。

临安区与高校院所合作，引进“浙

薯13”“浙薯6025”“浙紫3号”等番薯品

种，不断优化品种种植结构，并遵循不

同品种的特点，针对性开发薯干、薯粉、

薯丝和薯酒等产品。

“通过推广先进技术，基地的小香

薯销售额提高了20%，亩均收益达6000

余元。”天目山镇的淼楠小香薯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刘美凤亮出了成绩单。

同样以科技助力产业发展的，还有

衢州市衢江区。

近年来，衢江区莲花镇外黄村引进

符合本地实际的特色甘薯新品种，配套

适宜的标准化栽培技术，同时，利用组

培脱毒技术，生产脱毒甘薯种苗，带动

甘薯产业调结构、创优势。

目前，该地已引进甘薯品种30个，

筛选出3个最适合莲花镇种植的甘薯品

种，包括1个菜用品种“薯绿1号”，1个鲜

食品种“龙薯9”，1个烤薯品种“烟薯25”。

“针对筛选出的品种，我们分别提

出了配套的繁育、生产及加工新技术各

1项。”省科技特派员、浙江农林大学薯

类作物研究所所长陆国权表示，当地还

建起甘薯生产示范基地，进行新品种的

引种示范。“眼下，基地每亩商品甘薯产

量在 1500 公斤以上，亩产值在 7000 元

以上。”

眼下，正值甘薯收获季。走进遂昌

县黄沙腰镇的非遗烤薯“共富工坊”，工

人们正在将甘薯进行清洗、削皮、蒸晒、

烘烤……空气中弥漫着香甜的味道。

好山好水好空气，加之“三蒸三晒”

的古法制作，让遂昌县的甘薯干“出

圈”，并逐渐发展成一个富民产业。

该县柘岱口乡五星村曾是一个空

心村，如今，依托这份“甜蜜产业”摇身

变为远近闻名的“电商村”。

“遂昌甘薯有着优质糖分，经‘糖化’

等传统技艺制作后的甘薯干口感绵密

甜糯、Q 弹有嚼劲，深受消费者喜爱。”

五星村党总支书记胡祖法介绍，良好的

市场前景让不少村民选择返乡创业，纷

纷从“打工仔”变身“大掌柜”，短短4年，

村里就开了300余家农特产网店，让一

块甘薯干撬动柘岱口乡3600万元产值，

种植户人均年增收2万余元。

如何做大甘薯文章？宁海县茶院

乡铜岭脚村有着独特“秘笈”。

铜岭脚村素有宁海“甘薯面加工第

一村”之称。全村的甘薯面年产量在

160 吨左右，占全县甘薯面年产

量的四分之一。目前，村里已

有 2 家企业通过 SC 生产认

证。

“以前都是自己吃，

或送给亲朋好友，根本

没想到甘薯面能卖得

这么火。”村民顾阿五

就职的宁友薯业专业

合作社，便是村内通过

SC 生产认证的企业之

一。他告诉记者，如今，光

靠着制作甘薯面，每年就能

增加5万余元收入。

目前，该合作社带动了周边

30多户农户参与生产和销售，帮助

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家门口灵活就业。

“今年，合作社进一步拓展宁波市场，将

销售网点增至200多家，年销售额预计

可达300万元。”宁友薯业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陈海建说。

精深加工挖价值

科技赋能提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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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怡

甘薯是我省传统粮食作物，在浙江已有300多年栽培史。目前，全省种植面积约80

万亩，主要分布在山区、半山区、沿海滩涂和沿江冲积平原等区域。

甘薯分为鲜食、加工两类，鲜食以“迷你”甘薯为主，加工则以薯脯、粉丝为主，要求淀

粉含量相对较高，蒸煮后淀粉糖化率高。

近年来，我省通过科技助力，推动甘薯品种迭代，在双季、轻简化栽培上探索实践，大

力发展深加工，全面补齐产业链条，不断推动甘薯产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