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景色宜人。走进岚县

土峪乡清水河村，一排排整齐的香菇大棚映入眼

帘，远远望去颇有一点“十里连营”的气势。大

棚内，一朵朵鲜嫩的香菇撑开了小伞，长势喜

人， 工人们忙着采摘、运输，一派丰收景象。

“ 我的香菇经 北京农科院监测， 鉴定为特级香

菇，含氨基酸、蛋白质、葡萄糖、天然有机锗等

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现在向我订货的商家可

多了，真想不到小小的香菇尽成为我们过上好日

子的摇钱树”。看到笔者到来，正

在采摘香菇的基地负责人史亮明停

下手中的活，赶忙迎上来说道。

近年来，岚县土峪乡瞄准脱贫

攻坚靶心，积极引导产业兴农、富

农，千方百计为贫困户和企业之间

牵线搭桥，头脑活络、土生土长的

清水河村民史亮明抓住这一机遇，

于 2017年，利用带资入企资金，按

照“公司+农户”的模式，成立了

欣康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该村

投资建设了 16座食用菌大棚的种植

基地，当年实现种植菌棒制作 16万

棒，带动全村贫困户 15户 58人。

“以前外出打工一年也就挣个

三四万元钱，除去租房、吃喝等开支，攒不下几

个钱，现在我在村里的食用菌种植基地上班，基

本上每个月都能

拿 到 4000 多 元

钱，媳妇也能挣

2000 多 元 钱 ，

在村里干活能省

下不少钱，日子

克比以前好过多

了。”该村贫困户李全珍对笔者说。

跟李全珍一样，日子比以前好过的贫困户不

在少数，这得益于史亮明按奈不住扩大规模的闯

劲。2018年，史亮明又带领村民在原有 16座大棚

的基础上新建大棚 16座、1150平米菌棒生产高温

灭菌流水线生产车间一座、原料存放场地 1380平

方米、360 平方米的冷库一座。同时，派技术人

员先后到湖北随州、河南三门峡、河北平泉食用

菌基地考察学习食用菌栽培管理技术，当年，就

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438户 1440人，兑现分红资

金 20多万元，贫困户人均月收入达 3600元。

目前，欣康源农业发有限公司与振东药业和

太行制药进行订单式合作，所生产食用菌供不应

求。“一个人富了不算富，下一步，我还要再投

入 1260万元新建智能温室大棚 50座、260平方米

的冷库 5 座，让全村的老百姓参与掌握食用菌栽

培技术，真正脱贫奔致富奔小康”史亮明说道。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小香菇成了清水河村民的“摇钱树”
□ 杜丽君 孙涛 姚子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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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会珍：土豆地里的追梦人
□ 马建生 杜丽君 牛燕飞

本报讯 为促进马铃

薯全产业链人才队伍培

养、提升富硒和有机马铃

薯栽培技术水平，推动乡

村规划设计与功能农业

全产业链升级。近日，岚

县精心组织，对全县各乡

镇 290余名农村马铃薯种

植大户进行了集中培训。

此 次 培 训 紧 贴 基 层

实 际 ， 精 选 授 课 内 容 ，

既包含 《马铃薯产业发

展现状及高产高效栽培

技术》《马铃薯脱毒及种

薯繁育技术》等马铃薯种

植技术实用型指导，也涉

及《农业安全和农产品功

能化》《马铃薯产业的现

状和未来》等理论知识。

进行培训的讲师更是经

过精挑细选，有来自中国

农业大学资环学院、中国

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

程学院和山西省马铃薯

产业技术体系的专家教

授，有山西省薯类脱毒中

心高级农艺师，有中国农

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博

士后等，专家教授深入浅

出、通俗易懂的讲解，似

为 每 位 学 员“ 量 身 定

做”。同时，为确保参训

学员学深悟透，还组织

学员深入实地就试种的

青 薯 9 号 进 行 了 实 验 测

产，检验了新技术推广

带来的丰产增收情况。

“这次培训我学到了

很多有用的知识和技能，

回去后一定将培训内容

运用到马铃薯种植中，我

相信，我们的土豆产业之

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岚

县马铃薯种植大户王会

珍向笔者说道。

（杜丽君 程美芳）

本报讯 金秋十月，硕果飘香。在

举国上下同庆丰收之际，第四届吕梁

名特优功能食品展销会暨 2019 农民

丰收节，第六届中国（山西）特色农产

品交易博览会相继启幕。岚县土豆宴

全国推广总部、山西康农薯业有限公

司、岚县渥泉池酿造有限公司等 8 家

企业（合作社）三十余种高品质的特色

农产品集中亮相展销。

展馆内，岚县农产品、面塑、小吃

展位前人头攒动，游人络绎不绝，别

具岚县特色的各类食品吸引了大批

群众近距离巡回观看、询问、品尝。

品种繁多、色泽鲜艳、种类各异的马

铃薯让观众大开眼界、啧啧称奇，包

装精美、味道香醇的莜面、豆面、米面

等小杂粮系列产品，吸引了广大参展

群众的认可和关注，不少参展群众纷

纷现场购买，踊跃订货。

尤其以岚县土豆为原料制作的特

色美食的小吃展区，香气四溢精致诱

人，其中不少特色美食都是现场制作，

食物的香味随风飘来，更是吸引不少

游客驻足观看、拍照，购买解馋品香，

现场一片热闹的景象。“没想到土豆还

能做出这么多花样，太不可思议了，这

次展会真是群英荟萃、别具特色”。来

自太谷的王女士惊奇地说道。

近年来，岚县紧紧抓住国家马铃

薯主食化、新一轮退耕还林、特色农业

发展等战略机遇，将马铃薯全产业链

开发、沙棘经济产业建设、小杂粮种植

等有机旱作农业作为全县主导产业，

以打造“全国马铃薯主食化开发第一

县”“山西马铃薯第一县”“全国有机沙

棘原料基地”“省级杂粮生产基地”为

目标，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

伐，拓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马铃薯产

业、沙棘经济产业、小杂粮产业成为了

全县农民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其

中，全县马铃薯为主的脱贫主导产业

已初步形成了“土豆种—土豆花—土

豆品—土豆宴”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和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良好态势。特

别是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上，拍摄

了以土豆为主题的电影、微电影，制作

了由著名歌唱家阎维文演唱的土豆歌

曲 MV，出版发行了《舌尖上的岚县土豆宴》一书，制作

了土豆宴扑克牌，开发了 108道土豆美食全席宴，建立

了“土豆宴”研发推广总部基地和中央厨房，积极在省

城太原、首都北京等地打造“土豆宴”旗舰店、连锁店、

加盟店，向全国推广了“世界主食、中国味道、岚县智

造”的岚县土豆宴。 （杜丽君 闫少吉）

本报讯“难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医院

专家的医疗诊治和帮助，医生们很热情、很细

心。感谢省工信厅扶贫工作队为我们带来这么

好的就医机会，”普明村村民李计大满脸笑容地

说道。

为扎实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更好地巩固精准扶贫工作成效，解决广大

群众就医难的问题。10月 12日，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驻普明镇扶贫工作队特邀山西省肿瘤医院

专家在普明卫生院举办免费义诊活动。

义诊活动结合当地村民实际健康需求，精

心设置了呼吸科、普外科、乳腺科和中医科等科

室，为普明镇村民现场提供免费义诊和健康咨

询指导服务。截至目前，共接诊 120余人次，并

针对一些长期卧床、行动不便的患者，还专门进

行了入户走访，切切实实让村民足不出村就享

受到了优质的医疗服务。

此次义诊活动为广大群众搭建了一个良好

的方便就医机会，不仅能让群众更好了解健康

扶贫政策，普及健康知识，增强广大群众的健康

意识，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也能对自己的病情早

发现、早治疗。做到“无病早预防，有病早治

疗”，切实把健康送到家门口，更为脱贫攻坚、精

准帮扶注入一股强大的力量。

（杜丽君 闫少吉）

金秋时节，正是收获的季节。笔者走进王

狮乡石桥村惠珍脱毒马铃薯种薯繁育专业合

作社，基地内车水马龙，人头攒动，异常忙碌，

前来购买种薯的人络绎不绝，社员们正忙着称

重、装袋、点钱，个个笑逐颜开。“这多亏了‘会

珍’，让我们有钱赚。这不，为了跑销售，昨天

省农博会刚结束，他就急着赶回来了。”在一旁

装车的张锁柱凑过来说道。张锁柱口中的“会

珍”，就是岚县惠珍脱毒马铃薯种薯繁育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当地有名的“土豆大王”，群众

脱贫致富的“头羊”。

王会珍，石桥村土生土长的庄稼汉。当问

起他的初心，这个不善于表达、略带腼腆的人，

却喜形于色，口若悬河地讲述起自己的故事：

“这源自我的一个梦想，一直以来，我们村家家

户户种土豆，可即便如此辛苦的劳作，一年的

日子仍然过得紧巴巴的。我就想着，一定要做

些事，改变我们的生活，带着大家富起来。”

“带着大家生活富起来”，这个强烈的念头

一直在王会珍头脑中萦绕不散。于是在 2005
年，带着这个朴实的梦想，他率先从省脱毒中

心引进了“克新一号”“冀张薯 8号”等多个新

品种，建立了千亩种薯繁育基地，亩产达 2000
公斤，是传统种植产量的双倍。在喜获丰收的

鼓舞下，他大胆探索，敢为人先，于 2008年初，

创建了王狮乡第一个专业合作社——惠珍脱

毒马铃薯种薯繁育业合作社，并担任合作社理

事长，吸收了村民 12户 86人，开启了依托合作

社平台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发展之路。

合作社成立之初，王会珍就紧紧抓住岚县

被列为吕梁市“8+2”农业产业化马铃薯主产区

的重大机遇，以马铃薯产业化、规模化和现代化

为发展目标，实行统一引种、统一技术、统一示

范推广、统一品牌、统一购销的管理模式。从选

地、整地、品种选择、种子质量、种子处理、播种、

施肥、田间管理等各个环节把关，春播时给社员

提供种薯、化肥，秋收时按每公斤高于市场价

0.2元的价格统一收购。他还自掏腰包购买了

喷洒喷雾无人机，建设了科技教室，建成贮存能

力达 150万斤的薯窖和 360平方米的彩钢分拣

储运库，解决了农民素质提升、马铃薯错峰销

售、分级分类等难题，提高了马铃薯的单位价格

和产值。并亲自考察市场，创建外销网络，同古

交市马铃薯脱毒中心、太原惠农马铃薯科技园

有限公司等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开拓了河北、

河南、陕西、内蒙古等十余个市场。

随着合作社的日益壮大，王会珍并没有满

足于现状，在他看来，“现代人讲究吃‘健康’，

那我们就生产‘健康’，就卖‘绿色产品’。只有

这样，我们才能在市场经济中拥有真正的竞争

力，才能让农户得到更多的实惠。”于是，王会

珍在绿色生态马铃薯领域大胆创新，他积极与

县农业农村局、科协等建立了长期的培训合作

关系，并从制种、田间管理到收获、贮存形成了

一套固化的病虫害防治程序，还通过科学引

种，从根本上改变马铃薯过去品种杂、品质低、

效益差的问题。几年来，他认定了绿色产品质

量追溯码，先后引进适合当地耕种生产的中、

晚熟马铃薯优良品种 20 多个，年均推广优良

品种种植面积 4万亩，亩均增产 800公斤、增收

1280元。他的基地先后成为山西省农业科学

院农产品贮藏保鲜研究所马铃薯贮藏保鲜关

键技术研究的挂牌实验基地、华北区马铃薯化

学肥料和化学农药减施技术模式集成与示范

基地、中国 3.15 质量服务双优标杆单位，发展

前景十分广阔。

“自从加入合作社，我们只管用合作社提

供的种薯、化肥专心种植好土豆，至于储存、销

售，合作社全包了，根本不用操心。这几年我

种的还是那 20 亩地，可是收入却翻了好几倍

呢!”每每提及加入合作社，社员李存有总是由

衷地感激道。

如今，在党的惠民政策的感召下，合作社

入社农户由最初的 12 户增加到 250 余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就占到 38 户。石桥村以产业

扶贫为契机，进行了针对性扶持，建档立卡贫

困户收入三年翻了一番，达到 3000元，实现了

整村脱贫。与此同时，合作社还扶持了以李秀

军、张锁柱为首的其余特困家庭走上了种薯繁

育之路，引领全乡 1万余人依托马铃薯走上科

技富民产业发展之路。在王会珍的带领下，石

桥村农民靠马铃薯产业人均纯收入达到 2000
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48%，马铃薯产业也

成为石桥农民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同时他

也成为了当地出了名的“土专家”，先后荣获山

西省技术承包一等奖，被评为吕梁市特级劳

模，被推选为吕梁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入选山西省“三晋英才”支持计划拔尖骨干

人才。

“作为合作社的领头羊，我要紧紧抓住十

九大对农业方面政府支持的机遇，大力发展特

色、优质、高效、现代农业，带动更多乡亲们实

现富裕，更快步入小康。”提及下步打算，王会

珍信心满怀。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精准帮扶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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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县为马铃薯种植大户集中“充电”

10月 17日，岚县隆重举办2019年“吕梁山护工”暨企业用工秋季招聘会。省内
外50余家用工单位参加，此次招聘会将为全县有就业意愿的各类求职者和有招聘需
求的各类用工企业搭建起一个供需对接平台，为全县“全民技能提升”培训学员、参
加“吕梁山护工”培训人员及高校毕业生等各类求职者提供了多元广泛的就业空间
和机会。 闫少吉 摄

岚县举办2019年“吕梁山护工”
暨企业用工秋季招聘会

时下正值土豆收获时节，薯农们正忙碌地收获马铃薯，到处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图为岚县大贤村700亩种薯丰收。 孙涛 摄

工人们正在采摘香菇工人们正在采摘香菇

土豆喜丰收土豆喜丰收，，农民笑开颜农民笑开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