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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记者 王卫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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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县岚县：：生态扶贫奏响增绿增收生态扶贫奏响增绿增收生态扶贫奏响增绿增收“““交响乐交响乐交响乐”””

□ 本报记者 王 洋
通 讯 员 任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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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的嘱托重如千钧，句句叮咛

言犹在耳。三年来，交口县坚持以脱贫攻

坚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对照“两不愁

三保障”标准，坚持政策不变，力度不减，

激发基层活力，坚定转型步伐，加快特色

农业产业发展，推进民生事业内涵式发

展，全力抓好保成色、补短板、强弱项工

作，对外形象得到综合性提升。2019年退

出 2个贫困村、脱贫 297户 659人，累计完

成脱贫 8657户 23459人。

靶向施策
脱贫攻坚硕果累累

这样一组数据，承载着交口从“加速

度”到“高质量”发展的新成就。2019年，

交口县食用菌保有量 3200 万棒、猪出栏

3030万头万头、、核桃林挂果核桃林挂果 1111万亩万亩，，农业产值突农业产值突

破破 1515 亿 元亿 元 ，，增 长增 长 121121%% ，，增 速 居 全 市 第增 速 居 全 市 第

一一。。围绕围绕““两不愁三保障两不愁三保障”，”，累计完成累计完成 4242
条条 150150..44公里农村公里农村““四好路四好路””建设建设，，该县除该县除 44
个行政村实行个行政村实行““周双通周双通””外外，，全部实现城乡全部实现城乡

公交日日通公交日日通；；完成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完成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2222
处处，，旧村拆除旧村拆除 3939个个，，农村危房改造农村危房改造 118118户户，，

全年减贫全年减贫 297297 户户 659659 人人，，贫困发生率降至贫困发生率降至

0.1%；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8851
元，增长 8.3％。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创新方式增加

村集体经济收入，探索“十户一体”、村企、

村村联创联建模式，推动形成村集体经济

发展良性运作机制，全县所有贫困村集体

经济收入均突破 10万元以上。为加强对

扶贫干部的关心关爱，落实工作经费、生

活补助、意外伤害保险，交口县从脱贫一

线选用干部 19人，表彰优秀工作队长、第

一书记、挂职干部、农村干部 95 人，极大

地激发了党员干部扎根农村、干事创业的

积极性、主动性。

三年来，交口县先后召开全市扶贫

“一码清”现场会、全市农村“四好路”建设

现场会，创新实施的扶贫“一码清”管理和

扶贫“一保通”风险防控举措，在推进数字

“三农”建设、乡村有效治理及提升社会保

障能力等方面取得积极经验，走在全省、

全市前列，先后被中央电视台、中新网、人

民网、山西卫视、山西日报等多家媒体报

道转载。

集中发力
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转型为纲转型为纲，，项目为王项目为王，，交口县坚定转交口县坚定转

型步伐型步伐，，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重点项目重点项目

全面开花全面开花。。20192019 年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年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挂牌挂牌运行，离隰高速奠基开工；香港泰丰电

子产业园、阳光电源 100兆瓦光伏竞价上

网、特变电工 300兆瓦平价上网等一批重

点项目落地上马，全县新能源产业实现产

值、增加值“双破零”，完成利税 4646万元；

先后引进高层次科技人才 29名，引进转化

科技成果 2 项，申报省级科技创新平台 2
个，助推转型发展的各项要素正在集聚。

道尔铝业 200 万吨低品位铝土矿浮

选分级生产线废物综合利用项目、兴华科

技 90万吨铝基新材料环保提升改造项目

完工投运。积极推进道尔新建 100 万吨

氧化铝及 20 万吨铝型材项目、旺庄干熄

焦技术改造项目综合能效提升改造等项

目。

阳光电源 100MW 光伏竞价上网项目

开工建设，完成 20MW 并网发电。棋盘山

风电二期 49.5MW 项目完工投用。特变

电工 300MW 平价上网示范项目正在办理

前期手续。总投资 6.8亿元的香港泰丰集

团电子产品制造项目开工建设。

韦禾公司年产 3000万棒菌棒、700万

棒种植、2万吨加工项目启动建设。全县新

增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4个，绿色农产品认

证证 44 个个。。相继举办相继举办““吕粮山猪吕粮山猪””直供港澳直供港澳

品牌发布会和直供香港首发仪式品牌发布会和直供香港首发仪式、、全国森全国森

林质量提升暨交口夏菇推介会林质量提升暨交口夏菇推介会，“，“吕粮山吕粮山

猪猪””两批次供港生猪两批次供港生猪 10001000余头余头，，韦禾公司韦禾公司

5050 万棒食用菌菌棒万棒食用菌菌棒、、天麟公司天麟公司 1212 万斤香万斤香

菇出口菇出口韩国，实现外贸出口破零。全年农

业产值突破 15亿元，增速位居全市第一。

两年来，交口夏菇品牌推介会、“吕粮

山猪”直供港澳品牌发布会和直供香港首

发仪式相继举办，先后参加农博会、吕梁名

特优功能食品展销、农民丰收节、文旅推介

会等一系列展销活动，“吕粮山猪”、“交口

夏菇”等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50
万棒香菇菌棒、12万斤香菇出口韩国，1260
头生猪销往香港，该县特色农产品出口额

完成 126万元，增速全市第一。

创新实践
“两山”理论落地生根

碧水蓝天任高翔，几对长空春燕归。

交口县近年来累计完成 108 户企业全封

闭库建设、9户企业危险废物规范化整治、

3户焦化企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该

县工业企业 10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全部淘

汰。全面推行“河长制”，实行“一河一策，

一河一档”，封堵工业排污口 14 个，第一

污水处理厂完成提标改造、第二污水处理

厂投入试运行，新建污水管网 5 公里，改

造雨污合流管网造雨污合流管网 33公里公里，，双池河官桑园断双池河官桑园断

面水质退出劣面水质退出劣 VV 类类，，77 个集中式饮用水源个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地水质达标率 100100%%。。

梧高凤必至梧高凤必至，，花香蝶自来花香蝶自来。“。“两山两山””理理

念在交口县落地生根念在交口县落地生根。。植树造林任务累植树造林任务累

计完成营造林 1.6万亩，建设国家储备林 4
万亩，通道绿化 109公里。完成露采区域

土地复垦、生态修复治理 8000 亩，还地

4470 亩；全县露采区域累计完成治理 5.9
万亩，占规划治理面积的 83%，实现规划

治理区域的应治尽治。全县 PM2.5 平均

浓度较 2018 年下降 29%，二级以上优良

天数 303天，优良率达 84.4%，环境空气综

合质量指数 4.02，环境质量综合排名居全

市第一、全省前列。

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提高

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交口县铺开 7个美丽

宜居示范村建设，不断深化农村改革，土

地确权 1.7 万户，完成率 95.9%；7 个乡镇

474 个核算单位全部完成清产核资、成员

身份认定；创新推广“党支部+造林合作

社”模式，试行村集体公益林托管 3.5 万

亩；强化乡村善治，以康城镇尚家沟村为

试点，创新推行的党建统领、“十户一体”

互助发展模式得到省市认可。

连续两年来交口县举办全国森林质

量精准提升论坛，创新推进的森林精准经

营、林菌循环的发展模式得到国内外知名

专家认可，被国家林草局授予“中国林业

产业突出贡献奖产业突出贡献奖”。”。

潮平岸阔风帆劲潮平岸阔风帆劲，，不忘初心奏凯歌不忘初心奏凯歌。。

交口县牢记总书记嘱托交口县牢记总书记嘱托，，弘扬吕梁精神弘扬吕梁精神，，

砥砺前行砥砺前行，，奋力谱写新时代交口发展的崭奋力谱写新时代交口发展的崭

新篇章新篇章。。

时光流逝时光流逝，，岁月蹉跎岁月蹉跎。。尽管距离习近尽管距离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吕梁已经过去三年了平总书记视察吕梁已经过去三年了，，但岚但岚

县干部群众始终牢记总书记县干部群众始终牢记总书记““把吕梁精神把吕梁精神

用在当今时代用在当今时代，，继续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继续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

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嘱托，

在全县打响了生态优先、产业富民牌。

岚县探索形成了合作社造林、政府回

购、群众获得收益的购买式合作社造林新模

式，2016年至 2019年，累计完成退耕还林、

荒山造林等工程 32.97万亩，由 102个扶贫

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承接实施，覆盖 12个

乡镇121个村167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带动

5155余名贫困人口人均增收4000余元。

土豆登上大雅之堂

“交城山里没有好茶饭，只有莜面栲

栳栳还有山药蛋。”这首由著名艺术家郭

兰英演唱的经典民歌《交城的山来交城的

水》为许多人耳熟能详。歌曲中提到的山

药蛋是马铃薯、土豆的别名，多年来土豆

是吕梁老百姓家中最普通的粗茶淡饭。

岚县土豆全国推广总部已经研制出了 108
道菜组成的“土豆宴”，使土豆不仅登上了

高大上的大雅之堂，还拓展了“土豆+土豆

种+土豆花（旅游）+土豆宴”全产业链，发

展了优质土豆规模化种植、优质种薯基

地、土豆花观光旅游、土豆宴农家乐旅游

等产业，把群众带上了依靠土豆特色产业

脱贫增收的道路，土豆产业成为富民强县

的主导产业的主导产业。。

岚县将马铃薯产业作为全县扶贫主导岚县将马铃薯产业作为全县扶贫主导

产业产业，，积极创新扶贫机制积极创新扶贫机制，，先后被山西省先后被山西省

委委、、省政府授予全省马铃薯生产示范基省政府授予全省马铃薯生产示范基地

县、一县一业先进县。全县紧紧围绕“户

有半亩原种保优种、户均 1亩一级种保增

收、人均 1亩绿色薯保脱贫”的发展思路，

建成了 20 万亩无公害基地、10 万亩绿色

基地、1000亩有机生产示范基地和全程机

械化、水肥一体化、全程可视化马铃薯标

准化生产基地 2000亩，成功注册了“岚县

土豆”“绿禾”等马铃薯商标，全县脱毒种

薯实现全覆盖。依托马铃薯产业，2016
年，全县共有 22个贫困村脱贫摘帽、2745
户 7952 人脱贫，取得了脱贫攻坚的良好

开局。2018年，约 10000人依靠马铃薯产

业实现脱贫，看似不起眼的土豆为全县脱

贫摘帽立下了汗马功劳。

岚县河口乡王家村人康建福联合 51
户农民创办了王家村第一个农民专业合

作社——岚县建福千亩科技示范种植专

业合作社，注册了“岚漪河”商标，陆续引

进了冀张薯 8号、晋薯 16号、荷兰薯 7号、

青薯 9 号、冀张薯 12 号等土豆优良品种，

年均种植原种 1000 多亩，一级种 2000 多

亩，微型种 100多亩，合作社统一规划、统

一管理、统一生产、统一销售，年产量能达

到 1500 多万斤。“2016 年，我个人种植土

豆 40多亩，平均亩产 4000斤左右，总产达

到 16 万斤，仅土豆一项就收入 9 万余元，

人均纯收入达到 1.2 万元，彻底甩掉了穷

帽子。”

旅游产业强县富民旅游产业强县富民

“ 土 豆 花 儿 开 ，花 海 掩 村 寨 。 漫 山

遍 野 的 土 豆 花 ，亮 出 了 大 农 业 新 风 采 。

铺天盖地的土豆花，捧出了山里人的情

和爱……”一曲《土豆花儿开》唱出了岚

县 旅 游 扶 贫 的 新 风 采 。 岚 县 以 土 豆 文

化为依托，以民俗文化、古城文化、秀容

文化、红色文化为补充，以全域旅游、乡

村 旅 游 、旅 游 扶 贫 为 抓 手 ，着 力 将 岚 县

打造成为世界一流乡村旅游目的地、国

家乡村旅游度假实验区、中国土豆文化

旅 游 第 一 地、中 国 土 豆 花 之 乡、国 家 全

域 旅 游 示 范 区、山 西 旅 游 新 亮 点、吕 梁

旅游新高地。

岚县河口乡全力打造土豆全产业链，

开发土豆花海核心风景区，全面提升“土

豆花开”旅游文化品牌。全乡稳定发展土

豆 3万亩，实施土豆花海核心景区改造升

级，提升“土豆花开”旅游文化品牌。该乡

在土豆花开核心风景区与 209 国道交汇

处竖立了一块长 2米、高 3米，平台底座 26
平方米的“土豆花开风景区”标志石，栽植

高 4 米的 4 株云杉，全力加强景区软硬件

建设。在主会场王家村村口新建了圆木

框架门楼、长约 440 米的圆木栅栏及 2 处

王家村农家乐标志门楼，新建长约 200米

的农产品美食展示长廊。壮大了土豆产

业，夯实了“土豆花开”旅游文化基础。

每年 8月初土豆花盛开的季节，岚县

“土豆花开了”旅游文化月活动就及时启

动动。。在河口乡土豆花主景区在河口乡土豆花主景区，，万亩土豆花万亩土豆花

漫山遍野漫山遍野，，蔚为壮观蔚为壮观。。来自国内外的媒体来自国内外的媒体

记者记者、、专家游客共聚一堂专家游客共聚一堂，，享受着清凉盛享受着清凉盛

夏夏，，品尝着土豆美食品尝着土豆美食，，感受着自然风光感受着自然风光，，流流

连于土豆花海，体验着淳朴乡情。2017
年，“土豆花开了”旅游文化月期间共接待

游客 31.26万人，全县旅游收入达 4600余

万元；2018 年，共接待游客近 80 万人次，

拉动经济增长 5.12 亿元；2019 年，来自国

际国内的马铃薯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齐

聚岚州，召开了 2019 年中国马铃薯产业

发展高端论坛，进一步助推了土豆花开旅

游产业发展。群众收入随之连年稳定增

长，2018 年乡村旅游带动王家村 50 多贫

困户共 250余人增收，平均每人增收 1500
元，2019年村民人均收入达到 4600余元，

稳定和巩固脱贫成果有了可靠的保障。

沙棘种植增绿增收

发展沙棘经济林产业是岚县把“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理论转化为实践的

积极探索。岚县采取“公司+合作社+村集

体+农户”的模式，以退耕还林工程为依托，

与农户签订退耕地流转协议和资产收益造

林合同，重点发展沙棘经济林。岚县建立

了全国首个沙棘产业院士专家工作站，全

程跟踪技术指导，新建 40个沙棘繁育全光

雾化大棚，年产沙棘良种 400 万株，产值

1200万元。未来三年，岚县规划发展沙棘

产业 50 万亩，通过对沙棘根、茎、叶、花、

果 5个方面综合开发，预计实现沙棘产业

收益收益 2525 亿元亿元，，使使 1010万农民增收减贫万农民增收减贫，，让绿让绿

水青山在岚县变成真正的金山银山水青山在岚县变成真正的金山银山。。王狮王狮

乡蛤蟆神村和界河口镇东口子村是岚县发乡蛤蟆神村和界河口镇东口子村是岚县发

展沙棘经济林的两颗璀璨明珠展沙棘经济林的两颗璀璨明珠。。

该县蛤蟆神村成立的“别样红扶贫攻

坚造林专业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方式获

得全村退耕还林 2254亩退耕还林地 20年

的经营权用于种植优质中蒙杂交杂雌 1
号沙棘，三年初果，五年进入盛果期，初步

预测亩产沙棘果 0.5 吨左右，按市场价每

吨 6000 元计算，每亩保底收入 2000 元左

右。公司在沙棘林下套种了柴胡、板蓝根

等中药材，形成了多元产业模式，给 413
户农户中的 171 户贫困户带来了多重收

益。其中收益最大的是“别样红合作社”

的 51个贫困户社员。贫困户常从柱一人

流转了 19亩坡地给合作社种植沙棘，前 5
年每亩可以从国家获得 1500元的退耕还

林补贴，每年还能从合作社获取 50 元的

保底收益。2017 年常从柱参与沙棘造林

获得劳务收入 3000 多元，之后他还可以

在沙棘基地从事管护、剪枝、整形、收果等

工作，一年至少能挣 5000元劳务费。

界河口镇的“林得财造林专业合作社”

是岚县较早成立的造林合作社，2017年春，

该合作社承担完成 1500亩造林任务，参与

造林的 38户 76名建档立卡贫困村民劳务

收入达 43万余元，人均增收 5000元。东口

子村党支部书记郑二小算了一笔账，按沙

棘果亩产 0.5吨计算，每亩沙棘能收入 4000
元，“除了除草、剪枝等费用，每亩纯收入在

1000元至 1500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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