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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山下，文峪河边，文水县北张乡的农田

里，“新农人”赵永壮在地里忙碌，仔细查看芥菜的

生长情况。一个多月前，这片地里种植的土豆迎

来了丰收。土豆刚收获入库，3000 亩芥菜的种植

又拉开了序幕。

位于吕梁山东麓的文水县，地势西高东低，昼

夜温差大，土豆是当地农民多年来赖以生存的主

要农作物之一。今年 29岁的赵永壮是土生土长的

文水人。2016年，他辞去建筑行业的工作，回到家

乡流转 100亩土地种植土豆。从城市回到农村，作

为一个“新农人”，赵永壮用 8年多时间完成了生活

和精神上的“返乡”，他创办的农源薯业专业合作

社也走上正轨。

100 亩、500 亩、1000 亩、3000 亩……几年时

间，赵永壮创办的合作社土豆种植面积已超过

3000 亩，带动文水县的 2000 多名村民增收。曾

经，这里的土豆种植户、贩运商、加工企业各自为

政，零散模式难以形成规模。如今，越来越多的种

植户朝着土豆种植规模化、精细化、专业化方向发

展。在“新农人”赵永壮的推广和带领下，合作社

的土豆种植实现了半机械半人工到全程机械化种

植的转变，种植模式由土豆单茬种植转变成土豆、

芥菜轮作种植。

“山药蛋宝中宝，顿顿饭离不了。以前农民种

土豆是为了吃饱，现在种土豆是为了挣钱，合作社

让种植户从‘单兵作战’走向‘抱团发展’，随着合作

社农业产业化水平提升，种植户增收的基础将更加

牢固。”赵永壮说。近年来，合作社大力推广“土豆+
芥菜”接茬轮作种植模式，因地制宜发展秋冬蔬菜

种植，实现“一地两收”，有效带动了农民持续增收。

秋日的农田里，土豆已收获入库，芥菜正茁壮

成长。到十月中旬，这里又将是一片丰收景象。

深山深山““新农人新农人””
和他的和他的30003000亩良田亩良田

在文水县北张乡北张村在文水县北张乡北张村，“，“新农人新农人””赵永壮赵永壮（（右右））和农机手聊天和农机手聊天，，了解犁地情况了解犁地情况（（88月月 1919日摄日摄）。）。
在文水县北张乡北张村，“新农人”赵永壮在展

示芥菜（9月 20日摄）。

“新农人”赵永壮（左）和村民聊天，了解土豆收

获情况（8月 8日摄）。

在文水县北张乡，赵永壮（左）在操作无人机准备喷洒农药（8月 20日摄）。在文水县北张乡北张村，合作社的村民在芥菜地里锄草（8月 31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农人”赵永壮在文水县北张乡流转的土地上种植的芥菜（8月 19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农人”赵永壮在查看滴灌设备运转情况（8月 20日摄）。

在文水县北张乡南武涝村在文水县北张乡南武涝村，，赵永壮赵永壮（（右三右三））向村民了解土豆收获情况向村民了解土豆收获情况（（88月月 88日摄日摄）。）。

本版摄影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亮亮刘亮亮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詹彦詹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