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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岚皋县是秦巴山区深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但却因魔芋让我与之结下了不
解之缘。为了魔芋，我多次到岚皋县，特别是作为协会负责人先后于２００２年７月和
２０１１年７月两次在岚皋主持召开了两届中国魔芋种植基地建设经验交流会，这种在
同一个县合作举办两次魔芋种植经验交流会，在国内还只有岚皋县。准确地讲，岚皋
发展魔芋不到三十年的历史，这期间，他们经历了许多波折，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一个
山区小县能做出这么多的工作，很让人感动！两次会议都让所有参会者收获丰盛，感
慨万千！

岚皋县发展魔芋产业虽然经历了“三起两落”的历程，但迄今已成为岚皋县域经
济对外的一张“名片”，实属不易啊！我惊叹岚皋人民的智慧和毅力。岚皋县历届县
委、县政府都非常重视魔芋，并且都能用战略眼光发展魔芋，每次在魔芋处于低谷时，
都要及时组织各大班子领导、科技人员认真研究、科学论证，并统一认识、坚定信心，
提出“低谷时期抓发展，高潮时期大受益”的发展战略。对确定的目标，从不动摇、不
懈怠、不折腾。事实证明，中国魔芋产业每处于一次低谷，而岚皋的魔芋产业就有一
次大的发展。为了促进魔芋产业的快速发展，岚皋县的魔芋工作者一方面借鉴外地
的成功经验指导生产，另一方面又不惧困难，自力更生，大胆创新，先后总结出了“林
下魔芋”等多项节本增效生产技术，其中“魔芋标准综合体和林下魔芋生产技术”均属
于国内首创。这些成绩是他们辛勤工作的结晶，是汗水浇灌的花朵。

列平同志是岚皋县发展魔芋事业中的普通一员，是中国魔芋协会的常务理事，这本
由他编著的“地方产业经济发展简史”十分珍贵，它真实地记录了岚皋县魔芋发展基本
历程，也反映了岚皋人民发展魔芋的精神风貌和建设成就。

当然，书中也不是尽善尽美的。但它展现给大家的是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书中
论述简洁，事例清楚，结构合理，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范本。为此，
我建议全国的魔芋志士乃至研究县域产业经济发展的地方干部莫失良机，细心研读
定会对你的工作有启发！

中国魔芋协会会长：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日于西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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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起　 点
魔芋是天南星科魔芋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分布在亚洲和非洲的热带及亚热带

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亚洲国家栽培较为普遍，全世界约有１７０种，我国有２１种。
魔芋作为药用，首载于汉末（约公元前５０年）《名医别录》，而作为栽培利用首载于

晋左思（２５０ ～ ３０６）所著《蜀都赋》。明·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还介绍了魔芋的生态
环境、栽培方法、服用方法和加工烹调技术。《现代中药大辞典》也肯定了魔芋作为中药
具有解毒、抑菌、化痰、散结、化瘀的功能。我国民间通常加工魔芋豆腐食用。魔芋的主
要市场在日本，据了解，目前进入市场的各类魔芋食品约３００种。魔芋葡甘露聚糖是一
种高分子多糖，具有水溶、增稠、稳定、悬浮、胶凝、成膜、黏结等多种理化特性，其用途非
常广泛。

由于魔芋喜温暖、忌高温的特性，我国的魔芋主要分布在秦岭以南的山区、以云南、
贵州、四川，陕南、鄂西、湘南山区等地区为生产区。这些地方也恰恰是我国农村贫困
山区。

第一节 　 刘佩瑛与中国魔芋产业

一、临危受命、意外之缘
１９７６年“文革”结束，百废待兴，科学的春风温暖了全国蔬菜界专家们刚解冻的心，

中国农科院蔬菜研究所领导，提醒蔬菜界专家，中国农业科学著作中还缺《中国蔬菜栽
培学》，于是在１９７８年即组织蔬菜界专家们合编该巨著。在重庆小泉的编委会上进行
分工时，都认定“魔芋”该由其主产区西南方面的刘佩瑛老师编写。接着《中国百科全
书》《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蔬菜卷》等巨著中的“魔芋”也以同一理由被分配给刘佩瑛
承担。

接受编写任务后，刘佩瑛查遍参考文献，找不到可作写书的参考资料，但却知道了
对魔芋经济成分葡甘聚露的研究。对于葡甘聚露的研究日本和其他国家均有报道，一
致结论是一种保健的多糖，且魔芋早已在日本形成产业化，这些对刘佩瑛都有很大
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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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农科所研究人员潘传孝给刘老师提供了一份他从地质、土壤调查中所观
察到的魔芋在中国的地理分布，还访问得到黑魔芋豆腐的详细制作方法，当时对写书还
是有参考价值的，所以《中国蔬菜栽培学》中的“魔芋”一节的作者是刘佩瑛和潘传孝。

由于参考资料的缺乏，刘佩瑛决定自己去实地考察以获取第一手资料。１９７９年
８月她同刘芷老师一道去魔芋集散地四川宜宾考察，令人失望的是市场上和供销社等完
全没有魔芋的踪影，而当时日本在寻购“金河芋角”。到县、乡政府找到负责农业生产的
负责人才知道经过１９６０年前后的灾荒年，连魔芋种都被吃光了，生产已完全萎缩，但他
们讲了一些魔芋生长的现象和栽培技术，并建议到屏山县白魔芋产区去考察。经屏山
县科协主席史泉清先生热心帮助，去了新市镇寻找“白魔芋”仍无所获，但见农户房前屋
后还有少量花魔芋正在生长，便索购了一株高约１米的花魔芋带回屏山县城，还召开了
以主管农业的干部和农户为主的全县大会，刘老师生动而热情的讲演，鼓动了听众对恢
复魔芋生产的兴趣。

通过这次考察刘老师开始对魔芋产生了兴趣，并了解到魔芋在生长发育上有许多
特殊点，但她对魔芋的生物学特性尚不是很清楚，对此，值得深入研究。同时她心中开
始萌芽着一个看法，即：中国应该又有可能发展魔芋产业。于是向四川省领导汇报，提
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１９８１年底，刘老师开始招硕士研究生，作为“开门弟子”的陈劲枫同志被刘老师引

导，其学位论文以研究魔芋的生物特性为内容。从此与刘老师一道进入深山老林，呕心
于魔芋的实验研究，最有趣的是陈劲枫在研究生宿舍盆栽了不少魔芋植株，开花期间宿
舍散发着奇异的臭味，研究生们却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二、潜心研究、推动发展
刘佩瑛深知现代产业必须以科学技术为内涵，而中国的魔芋尚处于半野生状态，其

加工技术也极为落后。从１９８５年向国家科委农林处申请魔芋课题成功起，至今已得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农业部、四川省等部委所下魔芋课题１２项。

在项目经费支持下，刘佩瑛教授带领以陈劲枫、孙远明、张盛林、苏承刚等骨干，在
刘朝贵、罗庆熙老师等积极协作下研究了魔芋种质资源的细胞学和分子生物学分类及
种质资源的低温保存。建立了中国魔芋资源试管基因库；发现和命名了白魔芋新种；研
究了魔芋生物学特性和对环境条件的要求以及软腐病、白绢病的发病规律，提出了防病
丰产栽培技术；在魔芋胚胎学研究中首次发现其胚胎发育属单极性，合子发育过程中转
化为小球茎，仍属有性器官，证实了果实不是植物学上的种子，澄清了国内外对其种子
的错误描述，且为有性杂交育种打下理论基础；对魔芋植物生长动态和物质消长、球茎
贮藏的生理变化、球茎休眠生理、叶片衰老生理等作了大量研究；她指导研究生跑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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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搜集魔芋资源，并搜集了２００多个气象站的资料，结合人工气候所作的魔芋对温度、
湿度的要求确定了标准体系，用模糊聚类法制定出我国魔芋种植区划，提出因地制宜、
区域化发展的策略，她作了魔芋的组培快繁研究，建立了快繁体系以及葡甘聚露及其改
性研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作了魔芋细胞工程研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转入基因工程研究，使
我国魔芋基础研究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刘佩瑛十分重视魔芋品种改良，选出了万源
花魔芋，属中国第一个通过审定的魔芋新品种；摸索出了一整套解决魔芋杂交育种的技
术难题，成功地实现了花魔芋与白魔芋的种间杂交，其杂交后代正在选育扩繁之中。她
还推出魔芋精粉的干法、湿法和干－湿法生产原理和工艺，与航天部７３１７研究所合作，
成功研制出了ＭＪＪＯ型精粉机。从１９８５年至今，在研究课题中完成硕士论文８篇，博士
论文６篇，在国际学术会及专业杂志上发表魔芋论文一百余篇；１９８９年在《山区开发》
杂志上出版魔芋专辑一本。获国家教委、农业部有关魔芋的科技进步二等奖３项，国家
教委和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３项。２００６年，“中国魔芋产业关键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应
用”项目获得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２００７年，“魔芋生物学基础研究”项目获得重
庆市自然科学二等奖。经过２０多年对魔芋系统学术研究和对魔芋产业关键技术的研
究和应用推广，支撑了中国魔芋产业的崛起和发展，建立了从理论到应用的魔芋科学体
系。主要著有《魔芋栽培与加工》《魔芋学》和《刘佩瑛文集》等权威书籍。

三、着眼长远、打造平台
刘佩瑛对魔芋“着了魔”，不但以她的后半生倾心于魔芋的研究和开发利用，还不断

关注魔芋产业的长远发展。１９９４年夏，她抓住作为中国园艺学会参加国际园艺学会第
２４届年会代表团成员去日本开会的机会，与日本魔芋界的专家学者们取得联系，并进一
步联系日本魔芋协会及产业界，取得共识后，１９９５年６月在重庆北碚成功召开了“中日
魔芋科技国际研讨会”。

会后在魔芋界同仁的迫切要求和支持下，她又担负起筹备魔芋协会的重任，１９９７年
香港回归祖国的前夕成立了中国园艺学会魔芋协会，她担任了第一、第二届会长职务。
为了产业发展和科技进步，特别是解决种植业瓶颈问题，她遍及四川盆周山区，凉山州，
云南、贵州和广西等地。在１９９８年前后亚洲金融危机中，她和会员们同心同德，坚定信
心，确定对策，发挥了魔芋界同仁坚韧不拔的传统精神，奋力拼搏，重练“内功”，开发国
内市场，还取得了魔芋精粉生产技术的重大进步。为提高和稳定产品质量，她积极申请
项目，并主持制定“魔芋粉标准”，坚持产品质量，有力地促进了魔芋产业逐渐进入稳定
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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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岚皋及陕南魔芋的发展

岚皋位于陕西南部，介于北纬３１°５６′ ～ ３２°３２′和东经１０８°３８′ ～ １０９°１１′之间，辖１５
个镇，２个办事处，有国土面积１９５６平方千米，农耕地３８万亩，农业人口１５万人。年平
均气温１５℃，≥１０℃积温３１４７ ～ ４９９３℃，年平均降水量１０００毫米，年日照时数１８００ ～
１２０９小时，海拔２６９ ～ ２６４１米，境内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

据金州县志记载，岚皋魔芋种植已有１３００余年的历史，但过去全为房前屋后半野
生零星粗放种植，自食、自用、自生自灭。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以来，岚皋县率先有组
织，有计划地在耕地上大规模发展魔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魔芋用途的不断
认识，陕南魔芋种植业迅速兴起。目前，魔芋已成为陕南秦巴山区唯一的产业化链条较
为牢固的新兴产业和朝阳产业。

一、起步发展期（１９８５ ～ １９９５年）
岚皋县１９８５年９月组织人员到四川万源、达县和重庆等地考察魔芋产业，１９８７年

４月引进国产魔芋精粉机，成立了岚皋魔芋精粉厂，为我国建厂最早的企业之一。建厂
后，该县认真分析了本地经济发展的实际，认为要发展魔芋加工业，首先应发展种植业。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县政府发文，成立岚皋县魔芋生产办公室，挂靠在农业局，拉开了陕南魔芋
种植及产业发展的序幕。随后，岚皋县的魔芋生产呈现出较快发展趋势，１９９５年底，岚
皋县出现了一些魔芋基地村和种植大户，特别是大道镇建国村１９９０年种植魔芋１５０亩，
全村人均魔芋收入过千元，被誉为陕南魔芋第一大村，陕西省委组织部派专人来村调
研，并将报告刊登在《共产党人》杂志上。１９９５年，全县魔芋种植面积１０ ５００亩，鲜芋总
产１０ ７４７． ６吨，创历史最好水平。除去自留种和食用外，当年共加工芋角５７０吨，精粉
３６１吨，芋角和精粉加工增收５７． ７万元，财政增收１２１万元，三项合计总收入８２５． ５万
元，全县人均收入５０余元。花里区支河乡种植５００亩，产芋角４３吨，产值５６万元，全年
人均魔芋收入１７２元；该乡仁沟村种植１３０． ５亩，产值１６． ８万元，人均５１８元，全村８０％
农户有存款，特别是１组有８户人均魔芋收入过千元，占总户数的一半以上。

二、快速发展期（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２年）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岚皋魔芋的发展，带动了周边的发展。从１９９６年起，安康

的汉阴、紫阳、石泉和汉滨等县区、乡政府逐渐重视魔芋生产，各级财政都纷纷投入专款
用于魔芋生产基础建设，特别是汉阴、石泉两县政府出面，组织开展生产示范，发展种芋
和商品芋生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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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年初，安康市委、市政府将魔芋确立为全市五大农业产业化项目之一，与蚕桑、
黄姜、烤烟和茶叶并列，明确由市县区农办负责此项工作，要求各县区因地制宜，在适宜
种植区加快发展，形成区域化发展，规模化种植，规范化管理，集约化经营格局。２０００年
初安康市农办组织汉阴、汉滨、石泉、平利、岚皋和紫阳６县区分管县长、农办主任和魔
芋加工企业负责人及有关部门和单位参加安康市首次魔芋产业发展座谈会，大家统一
了思想，看清了现状，提高了认识，达成了共识。一致认为“魔芋产业市场前景十分广
阔，安康市魔芋产业１０多年来呈现稳定发展趋势，安康市已成为西北最大的魔芋生产
基地”。会议对２０００年和“十五”期间全市魔芋种植面积、龙头企业加工能力和如何理
顺体制，开展科研，建设基地，加强宣传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安排。各级领导的重视，行政
的推动和市场经济的拉动，促进了全市魔芋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到２００２年仅安康市的
魔芋种植面积首次突破１０万亩。尤其是岚皋县达到３． ５万亩，全县５亩以上种植户
４３１户，８亩以上２２０户，１０亩以上２２户。该县民主镇三星村喻才友种植１８亩，收获鲜
芋３． ２万千克，收获玉米２０００余千克，出售魔芋收入５万元，人均过万元，成为种植魔芋
奔小康的示范户。
２００２年７月，中国园艺学会魔芋协会在陕西省岚皋县召开了全国第一届魔芋种植

基地建设经验交流会，与会的１２个省１００余名代表参观了魔芋种植基地，与农户座谈
和现场交流，给与会代表很大的启示，中国园艺学会魔芋协会负责人对安康的魔芋种植
技术与基地建设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三、稳定发展期（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２年）
自全国魔芋种植基地建设经验交流会在岚皋县召开后，同处陕南的汉中、商洛两市

及有关县区和乡镇，多次组织人员来安康参观学习，引进魔芋病害综合防治与丰产栽培
技术开展示范应用。安康市魔芋技术人员也多次到汉中、商洛两市魔芋产区进行技术
培训和指导，使陕南的魔芋种植得以稳定发展。与此同时，安康市推行的公司＋基地＋
农户产业化运行模式，使全市的魔芋种植也呈现较好的发展态势。到２００５年陕西三市
魔芋种植总面积１６万亩，其中安康市１２万亩，汉中市３万亩，商洛市１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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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波　 折
政府号召和支持发展魔芋产业在岚皋已经有近三十年的历史。这期间经过几起几

落，面对政策的变化、领导的交替、市场的起伏，岚皋魔芋经历了众多的选择和考验。今
天的总结，彰显的是领导的智慧和岚皋人民的力量。

第一节 　 艰苦探索

一、科学决策，自定优势
我县地处秦巴山区腹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境内以坡地、林地为主，生物资源呈现

出多样性，使农村产业难以走出小而全的圈子。为寻找一条适宜于岚皋产业规模化、效
益化发展的新路子，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岚皋就开始发展魔芋生产，由于受技术、信息、市
场的影响，产业一直未形成规模。进入２１世纪，县委、县政府领导多次深入村、组、农户
大量调查研究，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多次开展视察，四大班子反复论证，都认为魔芋
产业适宜在我县区域化生产、规模化种植，我县属魔芋生产最佳适生区，发展这一产业
具有巨大优势和潜力。为此，县委、县政府决定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路子，将魔芋
产业确定为岚皋农村经济率先突破的优势产业。

二、强化服务，自建体系
要真正形成产业经济，必须完善相应发展体系。要做到农民种芋有人买，生产企业

有原料，出厂产品有市场，环环紧扣不脱节。县委、县政府大胆探索，创造性地健全了适
宜魔芋产业化发展的四大体系。

一是健全技术服务体系。县上增设了魔芋生产办公室，并在１７个乡镇成立了魔芋
技术推广站，落实专门技术干部５７名，所有魔芋专业村都建立了协会或魔芋专业合作
社，乡镇依托魔芋协会将魔芋生产技术传播到芋农家家户户。

二是建立规模化生产体系。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全县有魔芋基地１９２０亩，产量９１０
吨，２０１０年全县种植基地达到７． １万亩，在当年遭受“７． １８”特大暴雨泥石流灾害的情况
下，产量仍达到了６万余吨，短短的２０余年，面积产量实现了双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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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创办企业加工体系。区域产业必须要有自己的加工企业，岚皋县是中国第二
台魔芋精粉机落户的地方，近几年来，我县共创办了明珠魔芋、明富魔芋、康森魔芋、烛
山魔芋等多家魔芋加工企业，加工产品达２１种。

四是推行标准化生产体系。“公共品牌政府买单”，县政府先后投资２００余万元，积
极申报了岚皋魔芋无公害基地认证和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高质量完成了全国
魔芋标准化示范区建设。由岚皋编制并就地示范的“魔芋标准综合体”６项系列生产标
准，获得陕西省质监局发布为地方标准，填补了国内此类系列标准空白。“明珠”牌魔芋
精粉先后获得国内外大奖３１项，并连续多次获得省优产品称号。

三、艰苦奋斗，自主创新
魔芋是一项新型产业，国内外研究都非常有限。可以说，前无多少资料可寻，后无

多少经验可查。要把魔芋打造成主导产业，只有发扬艰苦奋斗、刻苦攻关的精神，才能
实现突破性发展。

一是从发展的体制上创新。基地建设是魔芋产业做大做强的前提，县委、县政府创
造性地提出了“五个一”工作机制，并先后出台了《魔芋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还分年
度制定了《魔芋产业建设实施意见》《魔芋产业建设考核办法》，县委组织部还把后备干
部和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放在魔芋重点村和魔芋加工企业进行锻炼，实行绩效与津
贴、奖金、提拔任用和职称晋升相挂钩，建立领导挂乡，干部包村，村干部带头示范的工
作机制，将工作任务细化、量化到人头、监督到地块，有力地调动了干部抓魔芋产业的积
极性，保障了魔芋基地建设健康、快速发展；加工企业是山区贫困县经济发展的一条“短
腿”，县委、县政府在国内首次推出“十个围绕抓工业”的工作新举措，促进了加工企业规
模与效益的不断壮大。

二是生产技术上创新。魔芋病害是制约魔芋基地发展的“瓶颈”，为攻克这一世界
性难题，岚皋魔芋技术人员在大力引进推广国内知名魔芋病害研究专家崔鸣、费甫华等
研究成果的同时，多年来一直在探索适宜岚皋实际的魔芋病害防治之路。近几年，岚皋
县在丰富的林地做试验，恢复它“从林中来，到林中去”的本性，取得了初步成效，在此基
础上，分高、中、低３个海拔区，在６种林地，采用３种不同带型的方式扩大试验，进一步
取得了良好的试验效果。通过推广运用，岚皋县群众基本掌握了林地发展魔芋技术，岚
皋县响亮地提出了岚皋魔芋基地“三项生产技术”（林下魔芋生产技术，四边地堆坑栽生
产技术和大田标准化生产技术）。实践证明，“三项生产技术”完全符合岚皋的生产实
际，病害发生率低于全国近１０个百分点，特别是林下魔芋发病率极低，引起了国内外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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