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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主要发展花魔芋、白魔芋、珠

芽魔芋等云南传统的特色品种。

然而，在实际生产中，魔芋产业

存在发展不平衡、规模化程度低等问

题。记者从云南省农科院魔芋研究所

了解到，富源县和楚雄市是目前云南

魔芋产业发展较好的两个县（市），

是全国魔芋产业 10 个重点县（市）

中的两个。这两个县（市）建设有

10 多个魔芋加工企业，并采取“基

地 + 企业 + 科研 + 合作社 + 农户 +

市场”的方式，搭建起从魔芋种植到

初加工、精加工、深加工的产业链条。

上述两个县（市）种植和加工的

魔芋产品占全省总量的 70% 左右，

而全省其他地区的魔芋发展则较为零

散，不成规模，难以形成市场竞争力。

记者了解得知，根据目前全国市

场需求来推算，从理论上来说，群众

种植 1 亩魔芋，收益 1 万元以上，全

省 77 万亩魔芋年均助农增收应达 77

亿元。但在实际生产中，不少群众将

种植魔芋当作“副业”。由于品种老

化、新技术得不到推广、种植不规范、

产品质量不高，导致田间收购价低。

与此同时，受制于种植区地处边

远、生产所需农资成本高、运输成本

高等原因，种植 1 亩魔芋毛收入只有

5000元左右，除去成本后，收益微薄，

因此群众发展积极性不高。

    

规范发展  叫响品牌
    

“目前，全省魔芋产业存在的问

题和短板，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发展不

规范。”云南省农科院魔芋研究所副

所长董坤告诉记者，多年来，云南

魔芋产业虽然成效显著，种植面积不

断扩大，但长期以来，产业缺乏统一

的生产标准、技术规程等。此外，产

业整体创新不足、自主科研成果少、

魔芋软腐病等病害防治技术有待提

升、缺乏规范化专用种植基地等，

导致云南魔芋以提供原料为主，产

业难以做强。

董坤认为，要补齐和破解存在的

短板和问题，就必须走规范化发展和

生产的路子。首先，省级层面应尽快

出台发展政策、规划，并组织实施。

要充分发挥云南作为全国第一大种植

区的优势，把魔芋列为打造世界一流

“绿色食品牌”的重要产业之一，叫

响“云魔”品牌。

其次，加强科研力量，解决品种、

产品和技术落后的问题。成立省级魔

芋产业领导小组，整合农业农村部门、

云南省农科院、云南农业大学等各方

科研力量，组建科研团队，形成魔芋

产业技术支撑体系，培养省、市、县、

乡、村各级魔芋技术人员，壮大全省

魔芋产业。

再次，积极发挥企业的规模化生

产带动作用，加快培育魔芋龙头企业。

探索“龙头企业 + 魔芋专业合作社 +

农户 + 基地”的生产经营模式，创造

良好的生产环境。同时，强化精深加

工，延伸产业链条，研发魔芋新产品，

并借助电商平台，开拓销售市场。此

外，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助力

全省魔芋产业平衡发展、健康发展。

    本刊记者  肖   宇 /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