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0年风雨兼程，70年砥砺前行。70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
以来，岚县紧抓发展机遇，依托发展土豆全产业链和合作社造林
生态脱贫双轮驱动，实现了如期脱贫“摘帽”，告别了国家级贫困
县的历史。七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岚县在经济发展、城乡环境
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提升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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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岚县土地贫瘠，缺林少绿，贫困与生态脆弱

相互交织，属于国家级贫困县。2014年该县建档立卡

共 识 别 贫 困 人 口 21100 户 66272 人 ，贫 困 发 生 率 为

39.6％，涉及全县所有行政村，贫困面积大，贫困程度

深。岚县县委、县政府立足县情，打造了“土豆种、土豆

花、土豆、土豆宴”全产业链，覆盖所有贫困人口，被山

西省人民政府授予“马铃薯基地县”，全国粮食协会授

予“中国马铃薯（美食）之乡”，土豆产业链成为岚县群

众脱贫增收的源头活水。

土豆别名山药蛋、马铃薯，长期以来是百姓的家

常便饭。“交城的大山里没有那好茶饭，只有莜面栲

栳栳还有那山药蛋”，这首家喻户晓的民歌《交城山》

反衬出山药蛋的普通，难登大雅之堂。然而，岚县用

土豆全产业链使土豆“破土成金”。设立和创建了院

士工作站，建立了山西康农薯业有限公司、岚县绿禾

薯业有限公司、岚县土豆宴全国推广总部基地等，并

加强了对种植户的技能培训，科学规划马铃薯产业发

展方向，打造马铃薯地标产品品牌，推动马铃薯产业

提质增效，岚县的土豆产业逐渐形成了育种、种植、

储存、加工、销售及“土豆花开”文旅产业的全产业

链。全县有马铃薯专业合作社 125 家、经纪人 600 多

个、马铃薯加工小微企业 30余家，全县建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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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康农薯业有限公司成

为全国一流、全省最大的脱毒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

年可生产原种 5000
万粒，脱毒种薯全县

全覆盖并远销陕西、

内蒙古等地，“岚县马

铃 薯 ”通 过 了 国 家 地

理标志认证，荣获原国

家农业部“全国百强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等称

号。

2019年 8月 4日，中国·

岚县第五届“土豆花开了”旅

游文化月正式启动，“土豆花

开了”旅游文化月举办四年多

来，促进了多产业融合和经济社

会全面发展，让岚县经济社会发

展如虎添翼。2018 年全县接待游

客近 80 万人次，拉动经济增长 5.12
亿元，成为全县新的经济增长点。岚

县“土豆宴”全国推广总部集美食文化、

研发推广、中央厨房、技能培训、连锁运

营、民俗旅游等八大功能于一体，研发出产

品 108道、多种土豆点心系列和冷链半成品，

使土豆变成了“金豆”。

岚县土豆产业已经飞出国门冲出亚洲、走

向世界。岚县土豆全产业链已经成为全国乃至

世界脱贫致富的一种模式和标杆。

小土豆长成小土豆长成““金疙瘩金疙瘩””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今日

的岚县已经从理论变成了实践。过

去的岚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生态脆

弱与深度贫困相互叠加。2015 年以

来，轰轰烈烈的生态扶贫让岚县大地

荒山增绿，群众增收，集体经济“破

零”。到 2017 年底，全县林地面积达

到 128.01万亩，成为 2017年全国生态

造林扶贫现场会连线观摩和大会经

验交流的典型；世界银行将岚县探索

的“合作社造林”模式作为国际减贫

十大典型案例；岚县林业局被授予

“2018年全国林业系统先进集体”。

岚县通过购买式造林、扶贫攻坚

造林专业合作社造林、林业资产性收

益造林等多种造林模式，走出了一条

生态扶贫的创新发展之路，新造林近 28.04 万亩，造林绿化率提

升了近 10个百分点，有效改善了生态脆弱的局面。全县目前有

脱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 138 个，覆盖 12 个乡镇 121 个村 1751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带动 5155 余名贫困人口人均增收 4000 余

元，三年来，全县造林总收益达 6亿元，带动 1.2万名贫困群众脱

贫增收，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岚县建立的全国首个沙

棘产业院士专家工作站，全程跟踪进行技术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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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县规划发展沙棘经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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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亿元，使

10万农民增收减贫。王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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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狮乡蛤蟆神村成立的“别样红扶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

社”，通过土地流转方式获得 2240 亩退耕还林地 20 年的经营权

用于种植沙棘，给 171户贫困户带来了多重收益。村民常从柱流

转了 19亩坡地种植沙棘，前 5年每亩可以获得 1500元的退耕还

林补贴，每年还能从合作社获取每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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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至少能赚 5000
元劳务费。5年后，沙棘也进入盛果期，按照目前的价格，每亩利

润能达到 5000 元，每亩至少能分红 300 元。“过上好日子主要就

指靠着它了。”常从柱高兴地说。沙棘产业也给蛤蟆神村集体注

入了活力，村集体在土地流转期内每亩每年能获得 10元的公益

金，2017 年，蛤蟆神村公益金收入 22540 元，集体经济实现“破

零”。

2017 年春，界河口镇“林得财造林专业合作社”承担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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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县当年成立了 102家造林

专业合作社，覆盖 187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实施造林 9.87万

亩，贫困户人均增收 0.4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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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口子

村村委按 10元/亩的标准，每年向岚县晋森园绿化有限公司提取收

益作为公益公积金，实现了村级集体经济“破零”，村集体每年收入

1.6万余元。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当前，岚县正在依托当地原生

态土豆产业，挖掘、升级改造原始民间制作工艺，运用现代餐饮

手法，打造“世界主粮、中国味道、岚县智造”的岚县土豆宴，研发

绿色食品、功能食品，同时大力发展小杂粮、沙棘、食用菌、中药

材等产业，今年建设发展 3万亩种薯基地、10万亩绿色马铃薯基

地、4万亩杂粮示范基地，造林绿化 5.34万亩，在一个战场彻底打

赢了两场战役。

““合作社合作社””闯出致富路闯出致富路

岚县新貌岚县新貌

图图①①：：岚县土豆产业鼓足农民腰包岚县土豆产业鼓足农民腰包。。

图图②②：：岚县袁家村铁矿鸟瞰图岚县袁家村铁矿鸟瞰图。。

图图③③：：香菇成为岚县清水河村民的香菇成为岚县清水河村民的致富产业致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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