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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时代 谱写新篇章
交城县政协副主席杨子

龙，交城县政协委员、夏家营
镇段村副书记李宝生反映：多
年来，我省大多贫困落后地区
集中在山区，土地资源丰富但
生产经营模式落后，造成生产
效益低下、农民脱贫困难。扶
持生态农业园发展是农村产
业扶贫的有效手段，也是促进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
收入、带动农民致富的有效途
径。扶持农村生态农业园发
展则是改变这种现状的一剂
良药。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一、随着城镇化进程的
不断加快和扶贫攻坚的稳步
推进，我市农村向城市移民搬
迁增多，农村出现大量“空壳
村”，造成农村撂荒（荒山、荒
坡、荒沟、荒滩、荒屋）严重，大
量资源无法有效利用，阻碍了
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
的增加。二、随着我省产业结
构的深入调整，特别是山西煤
炭资源整合，不少民营企业家
持币观望，大量社会资本正在
寻找出路。三、大量都市人渴
望远离城市喧嚣，到乡村舒缓
心情，对绿色消费、生态消费
的需求日益增长。

发 展 生 态 农 业 园 是 实
现 脱 贫 摘 帽 的 有 力 抓 手 。
以交城为例，依托国家级全
域旅游示范县的有利契机，
大力推动“生态农业园”发
展，开辟发展了“万亩黄芥
花”“薰衣草庄园”“宏禾源
生态种植采摘”“翠峰庄园”
等一大批生态农业园，促进
投资消费需求对接，既使农
业资源得到了有效利用，又
大大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应推
广交城经验，在全省条件适
宜的山区推广农业生态园。

为此建议：
一、政府鼓励和引导村

民 成 立 农 业 专 业 合 作 社 。
组织土地流转集中规模使
用，群众以土地作价入股的
方 式 参 加 合 作 社 ，付 出 劳
动，挣取工资，凭股分红，获
取收益，做到农民失地不失
业，不失收入，生活有保障。

二、延伸产业链。交城
县以黄芥花和薰衣草为基
础，衍生了黄芥花摄影节，
开发了黄芥子食用调和油、
精油、花茶等商品，大大拉
伸了产业链，带动了三产融
合发展，实现了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多重
共赢。建议借鉴交城经验，
发 展 多 种“ 生 态 农 业 园 ”。
如：依托园周边生态资源，
以体验自然、休闲养生、餐
饮 娱 乐 为 主 ，吸 引 都 市 人

“休闲度假型”；利用农业园
先进设施和优秀人才，推广
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成果转
化和应用的“科技示范型”；
依托当地特色产业和优势
产 品 ，培 育 品 牌 农 产 品 的

“ 产 业 发 展 型 ”；以 及 集 种
植、养殖、加工、旅游、购物、
娱 乐 于 一 体 的“ 综 合 开 发
型”等类型。

土豆致富不是梦
——记文水县田园薯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侯学斌

□ 本报记者 曹永亮

他是第一个成功把脱毒马铃薯种植项目大规模引进文水的
人；在他的带动下，2018年，文水县脱毒马铃薯种植面积突破一万
亩，一农户创造了亩产 11800斤脱毒马铃薯的纪录，一些农户实现
了每亩土地年纯利润 1万元的目标，合作社带动 1000多农户种植
脱毒马铃薯，文水马铃薯远销四川、广东、陕西、湖北等省……

他就是侯学斌，文水县田园薯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文水县
致富带头人。

在脱毒马铃薯种植成功的同时，侯学
斌干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事情是抓销售，找市场。“一开
始，我们也遇到了土豆卖不出去的难题。
比如我们种出的土豆形状是长的，太原市
民却喜好吃圆形土豆，所以，我们的土豆迟
迟打不开太原市场。土豆初进入湖北宜昌
市场时，也不受欢迎，理由是市民嫌我们的
土豆个大，没有见过大土豆。”侯学斌介绍
说。为了开拓市场，他曾四处散发名片，推
荐土豆。好货不愁卖，如今他的土豆已经
进入广东、四川、湖北、陕西等多个省市，有
了一批稳定的客源和市场。

第二件事情是成立文水县田园薯业专
业合作社。“合作社为社员统一提供技术、
种原、销售，这样就有了话语权，有了抵御
市场风险的能力，也能保证土豆品质，更重
要的是有了自己的品牌。”侯学斌称，经过
几年的发展，合作社从最初的 5户发展到现
在的 100多户，种植面积也从当初的数十亩
发展到现在的一万多亩。2018年，合作社
的年产值达 8400万元，直接带动 1000多农
户，每亩地年均收入为 9000元。

第三件事情是轮作西兰花。如何能
最大程度地挖掘土地潜力？自脱毒马铃
薯规模化种植成功后，他一直在思考土豆
收获后土地闲置的问题。深入考察后，他
决定收获马铃薯后，轮作西兰花。每年的
农历八月十五前后，北方市场上的西兰花
处于断货期，这个期间，如果西兰花上市，
价格不会低。

果不其然，他的想法得到了验证。自
2015年以来，合作社的西兰花凭借错峰上
市，总能卖出高价钱，西兰花最高的时候
卖过 4.5元/斤。马铃薯+西兰花，轮作的经
济效益比只种植马铃薯的效益高一倍。
大城南村农户郭二宝有 10亩地，2018年轮
种后，每亩地的纯利润竟高达 1万元。

下一步，他计划引进日本钢葱，继续
进行轮作。

成功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总结侯
学斌成功的经验，合伙人胡宇刚认为他具
备了创业成功的几大因素：敢想、敢干、有
恒心、脚踏实地、有勇有谋。“起初，侯学斌
说服我一起种土豆，我压根没当回事，因
为我觉得干这挣不了几个钱。没有想到
的是，我第一年投入就挣了一两万。”胡宇
刚称，他是个开饭店的，开饭店讲究的是
稳扎稳打。当侯学斌告诉他合作社土豆
种植规模要从 1 千亩一下子扩大 1 万亩
时，他提出了异议：“步子迈得有点大吧！”
但实践证明了侯学斌的胆量和魄力。

“你等着吧！我将来要种万亩土豆。”
以前，每天早上，侯学斌都要给李晓俊描
绘自己的宏伟蓝图。“你能种好一千亩已
经不错了。”李晓俊称，连她都不相信侯学
斌的想法。可短短几年，侯学斌的万亩土
豆梦从梦想变为现实。

如今，侯学斌又有了新的想法，那就
是向全国推广合作社的发展模式，搞连锁
经营，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一次，他
的想法，得到了身边人的一致赞同。

侯 学 斌 是 南 武 乡 东 庄 村
人，出生在一个优越的家庭，父
亲在文水县小有名气，曾于上
世纪 90年代一手创办过调味品
厂、酱菜厂。精明能干的他早
早成为父亲的得力帮手，也就
是从这个时候起，他的商业天
分开始展露。

随着家中企业的没落，他
转行从事运输。开始几年，他
的运输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生
意最好的那年，他拥有五辆重
型卡车。2003 年，他已经开上
了众人羡慕的桑塔纳 2000小汽
车。可惜，顺境不长久，几年的
功夫，运输市场走向滑坡，他未
能全身而退，运输生意以赔钱
结束。

他还先后开过修理厂、门
市 部 ，甚 至 还 做 过 一 些 小 买
卖。转眼到 2009 年，不服输的
他 又 踌 躇 满 志 地 在 文 水 县 城

附近开了一个农家田园饭店，
令 他 始 料 不 及 的 是 饭 店 还 未
开业却已宣告失败，原因是饭
店被列入拆迁对象。“当时，我
们对饭店寄予厚望，投资了十
几 万 。 要 是 那 个 饭 店 能 开 起
来 ，生 意 一 定 会 很 火 ”。 侯 学
斌的爱人李晓俊称，饭店倾注
了 他 们 夫 妻 所 有 的 心 血 和 精
力，他们把翻身的资本都投了
进去。

投资饭店的失败给了侯学
斌沉重的打击。一向不服输的
他选择了向现实投降。“别人做
什 么 都 能 成 功 ，为 何 我 就 不
行？”饭店关停后的几个月里，
他整天闷在家里，靠玩游戏打
发时间。眼瞅着侯学斌一天天
沉沦下去，媳妇李晓俊心急如
焚。为了补贴家用，从未上过
班的她出去找了份卖保险的工
作。

勤快的人是闲不住的。沉
沦了一段时间的侯学斌，迷上
了媳妇带回家的创业秘籍《羊
皮卷》，准备东山再起。

2009 年是侯学斌人生的一
个分水岭。

2009 年秋天的一个下午，
老父亲打电话把他叫回家，称
他在电视上看了一则新闻，新
闻上报道：山东省滕州市大坞
镇种植脱毒马铃薯效益很好。

“国家以后要重视农业了，咱们
可以试一下这个项目。”父亲对
他说。一语惊醒梦中人，经父
亲点拨，他顿时云开雾散，他认
为：“说得再多不如实干。脚下
的黄土就是金饭碗，今后农业
一定有发展前景。”

当天，他决定去山东滕州
考察脱毒马铃薯种植项目。他

和父亲、四叔一起开了一辆面
包 车 连 夜 奔 赴 山 东 。 几 经 周
折，他们找到了新闻报道上提
到的种植户。经过考察，他认
为 在 老 家 可 以 种 植 脱 毒 马 铃
薯。

脱毒马铃薯又叫荷兰系列
土豆，它具有早熟、高产、品质
好等优点。每年三月下种，七
月初收获，因其收获时间正好
是夏季，故也称夏土豆。也因
其能够填补夏秋时间秋土豆未
收获带来的市场空白，所以深
受市场欢迎。脱毒马铃薯在山
东多地种植，亩产 7000多斤，技
术成熟，经济效益好。

说干就干，他在当地一家
公司订购了一批种薯。从此，
他开启了他的脱毒马铃薯种植
事业。

实践表明：成功不会唾手可得，必须交
些学费。

2010年春，他和别人合种了 30亩脱毒
马铃薯。因不懂技术，第一次试种失败了，
亩产仅为 2000多斤。失败的原因是：缺种
植技术，缺管理。2010 年冬，他多次乘坐
火车往返于山东和文水，深入了解和学习
脱毒马铃薯种植技术，并随身携带了相机、
尺子等工具，做气候对比，找差距。

自认为已经掌握脱毒马铃薯种植技术
的侯学斌，2011年开春，兴致勃勃地买了山
东的机械，和合伙人一下子就将马铃薯种
植面积扩大到 1000 亩。结果又以失败告
终，亩产仍然上不去。这一次，他赔了 70万
元。此时，有村民说起了风凉话：“一个从
不种地的人，怎么能种好土豆？还不如种
西瓜利润大。”“他们不懂啊！再解释也没

有用。”他告诉自己：一定要用行动证明。
为了找到败因，他高薪从山东聘请了

一位土专家前来指导。专家给出的结论
是：种原不行。2012 年，他听从专家的意
见，远赴内蒙古呼伦贝尔买到了新的种薯。

这一回，他成功了。他的 160 多亩脱
毒马铃薯亩产均为 6000 多斤。有一位和
他合作的农户亩产达到 8000斤，与山东的
亩均产量越来越近了。通过总结，他发现
问题出在细节上，比如机械手操作不当、缺
苗短垄、水肥配合不够紧密、管理不到位。

从 2015年起，他开始推行马铃薯水肥
一体化的科学种植方法，优点是省时省力，
增产增收。从此，更多的农户跟着他种植
马铃薯。他逐渐被大家认可，在大家眼中，
他是马铃薯种植专家，只要是关乎马铃薯
种植的知识，他都能讲出个子丑寅卯。

让生态农业园

成为脱贫攻坚

的“助推器”

结缘马铃薯 说干就干

门外汉成专家 梦想成真

祭出三板斧 招招有力

侯学斌（右）在地头和收获西兰花的师傅交流

工人们正在与合作社合作的农户地里收拾芥菜头工人们正在与合作社合作的农户地里收拾芥菜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