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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庞博

阳光透过棚顶的透明塑料膜，洒在整
齐排列的菌床上，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泥
土气息和淡淡的菌香。菌棒上，一朵朵

“小伞伞”破土而出，浅褐色的菇面上纹路
清晰，像是开出一朵别致的花。“这种品相
的是一等花菇，我们争分夺秒在菌菇开伞
前采摘下来，这样才能卖出好价钱。”采菇
人张大姐一边介绍着，一边把摘下的菌菇
按品级分类放到不同的篓子中。

除了与时间“赛跑”的采菇人，还有承
包大棚种植食用菌的“时间管理大师”、香
菇包子生产线上的“小能手”等，河北保定
市阜平县和食用菌产业牢牢捆绑在了一
起，这个气候冷凉、土地较为瘠薄的山区，
如何开出“金伞伞”并走出了集约化、规模
化、特色化的阜平食用菌产业之路？日前，
记者走进阜平，在太行山区深处寻觅食用
菌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发展故事。

食用菌缘何成为新希望

“九山半水半分田”是阜平山地地形
的真实写照，这里曾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依托产业脱贫，还得是短平快的
产业。”这是阜平县政府的最初谋划。立
足于阜平的资源禀赋，经过多方研讨与探
索后发现，“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不
与地争肥，不与农争时”的食用菌是个突
破口，同时阜平冷凉的气候正适宜食用菌
的生长。2015年，阜平县决定将食用菌产
业作为扶贫主导产业全力推进。

新事物的推广总是困难重重，政府组
织专家开宣讲会，讲解种植食用菌致富的
可行性。“我们连蘑菇都没怎么吃过，怎么
种？”“我们没有经验，也没有启动资金，赔
本了可怎么办？”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纷
纷打起了退堂鼓。种食用菌在阜平是个
新鲜事，村民们普遍有顾虑。

为了让百姓放心，政府牵头提出了让
百姓安心的新方案，在全县范围内配建现
代食用菌产业园区，通过“企业+基地+农
户”的经营模式带领农户迈出第一步。“该
模式简单来说就是企业干两头、群众干中
间，乡亲们只管种菇，科研、管理、收购、技
术推广等都交给企业来办。”阜平县食用
菌办公室主任刘吉军介绍道。

园区不仅配备了先进的生产设备，还
吸引多家龙头企业入驻阜平助力菌棒生
产，满足阜平大棚菌棒投放量。较高的菌
棒生产能力为延长最佳出菇周期打好基
础，出菇后企业以高于市场价格回收并及
时结款，更为农户安心种植打了一剂“强
心针”。

仅靠完善的基础设施还不够，食用菌

种植是个技术活，零基础的农户如何管护
大棚里的“金伞伞”才能让效益最大化？

专家和技术员进村入棚，手把手帮菇
农解决技术难题。“如何调节菇棚的温度、
湿度，什么时间通风换气，如何疏菇，从菌
棒入棚到出菇管理，每个环节的管护都要
细致入微。”阜平县食用菌专家组组长侯
桂森介绍，“食用菌专家组在人员培训、标
准制定、流程规范上下功夫，对每个环节
都作了明确规定，确保食用菌在最佳环境
下茁壮成长。”

为实现周年出菇，食用菌专家组还给
大棚排了序，每年 8月中旬开始安排放菌
棒，持续到来年春节结束，确保及时供应
市场。由于阜平县海拔差异较大，高海拔
地区大棚的出菇时节可以横跨夏天，在其
他地区生产受限时，阜平香菇仍以高品质
标准送到百姓餐桌上，山区地形成了阜平
食用菌发展的制胜法宝。

怎样激活农户致富内生动力

正值蘑菇采收期，记者在食用菌大棚
外见到了阜平县色岭口村的村民顾军。“我
快60岁了，身体一直不好，做不了重活，也
无法外出务工，家中没什么积蓄。”2016年
冬天，听说承包大棚的启动资金可以贷款，
顾军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成为第一批承包
食用菌大棚的农户，低利率、零抵押贷款10
万元，包下了家门口的一个食用菌大棚，这
也给顾军的生活带来了转机。

“我第一年尝试就赚了 4 万余元，如
今贷款早已还完，家里有了存款，日子越
过越红火。”顾军提起食用菌种植满脸笑
意，“现在特别知足，有经验之后效益越来
越好，一年收入近 10万元，过去对食用菌

产业存疑的村民看到我赚钱后都想着承
包，但大棚数量较少，谁也不愿意放弃致
富的好机会。”

阜平县的大棚基础条件、菌棒质量相
同，但各个大棚内出菇率和出优质菇的数
量却不尽然，精细化管护是关键。致富能
手一年管理一个暖棚，像照看自家孩子似
的悉心照看每朵菌菇。“温度高时小菌菇
生长速度很快，通风调节温度可以为采收
争取时间，采收顺序也很关键，可以说处
处是学问。”色口岭村农户王萍说道。

“你看，轻轻一按大棚的棉被就收上
去了，现在这个季节，早上太阳出来把棉
被收起来给大棚升温，快到中午再放下来
让大棚降降温，湿度、温度都有监测，跟着
专家学好种植技巧，用心管护才能有个好
收成。”大道村农户周勇谈起种植经验滔
滔不绝。从最初的“门外汉”到如今的“小
行家”，阜平县农户们在尝到致富甜头后，
都在积极探索着食用菌种植的小技巧、好
方法。

除了承包大棚种植食用菌，许多农户
通过参与加工、销售等环节，实现了增收
致富。“土地流转后可以赚取租金，我在食
用菌大棚里打零工，采菇工作虽然辛苦，
但在家门口就业，一小时 10 元的工钱也
从不拖欠。”张大姐说道。食用菌产业已
间接带动就业 2500 余人，为当地农民提
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

产业发展终究要依靠农民用自己勤
劳的双手实现，从开始需要政府引导、补
贴吸引、技术保障等保障因素到位农户才
愿意一试，到如今农户争先恐后自主发展
食用菌产业，农民从“要我干”转为“我要
干”，阜平走出了一条激活农户致富内生

动力的新路子。

产业提档升级秘诀在何处

走进河北国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
菌棒生产车间，自动化搅拌、自动封袋、自
动注射菌丝，菌棒生产全流程自动化、智
能化让人不禁赞叹。据该车间负责人张
庆亮介绍，公司正打造食用菌智速繁育中
心，预计今年 10月投产，投产后年产菌棒
4000万棒。

“通过新技术、新科技赋能食用菌产
业，采用液体菌种智速繁育技术、自动智
速装袋技术、自动化智能控制恒温养菌等
国内领先的食用菌生产技术，可以大大提
高生产效率和菌菇质量。”刘吉军介绍道。

此外，后熟养菌车间也在如火如荼地
建设中，通过延长生产车间的养菌时长，
缩短在菌菇大棚内的生长时间，进一步提
高出菌效率。“菌棒进了大棚就直接进入
出菇期，可变‘一年一季’为‘两年三季’或

‘一年两季’，推动农户每年每个棚增收
50%以上。”侯桂森说。

技术保障品质、产量的同时，发展品
牌效应刻不容缓。如今，“老乡菇”的品牌
实实在在打响了，阜平“老乡菇”在北京新
发地的市场份额达 50%左右，更有深圳、
广州、连云港等地的客户直接电话联系订
购。谈及“老乡菇”品牌走得稳的原因，侯
桂森直言品质当然是第一位的，但管理模
式的作用也不可小觑。

阜平县龙头企业牵头统一建棚、统一
品种、统一制袋、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
一销售，由农户分户经营管理。集约型管
理是品牌发展的秘诀，从源头加强质量管
理，推广标准化生产，开展食用菌绿色地
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市场认可度自然显著
提高。

阜平县通过延伸食用菌产业链条，在
提高产品附加值的基础上激发产业发展
活力。“全产业链升级加工也是一项重点
工作，预制菜、果蔬冰温库项目、香菇烘干
车间已投入运营，大大提高了阜平香菇附
加值。鲜切菇、香菇干、鲜食香菇包子、饺
子等产品已走向市场，日产 40 吨的加工
流水线让小小香菇以更丰富的形式进入
大众视野。”侯桂森说。

截至目前，阜平县食用菌种植总面
积达 2.1万亩，规模园区 102个，建成食用
菌棚室 4600 余栋，年栽培菌棒 8000 余
万，产量约 7 万吨，综合产值达 10 亿元以
上。随着菌菇培育中心的不断扩大，阜
平县已形成集菌棒生产、食用菌种植、产
品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未来，
阜平县将把食用菌产业辐射到周边地
区，真正实现产业集约化、规模化发展。

河北阜平县

太行山“金伞伞”的升级之路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姚媛

沁人心脾的花香无处不在，在广东省茂
名化州市平定镇大岭村，漫山遍野的化橘红
树上挂满了白色的花朵。近日，大岭村作为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大巡礼暨化州市 2024
年化橘红赏花活动的主会场，吸引了大批游
客前来打卡赏花。

摘下一颗胎果，青绿的表皮外是一层细
密、结实的绒毛——这是在化州土生土长的
标志。将半大的果实烘干、炮制，即成为岭
南地区著名的道地药材——化橘红，具有理
气宽中、燥湿化痰的功效。自晋代道士罗辨
发现化橘红、以此济世救人，至今已有 1600
多年的历史。

现阶段，化州市借着广东省委实施“百
千万工程”的“东风”，建强原料基地、做全加
工体系、培优第三产业，不断创新融合发展
模式、要素集聚方式、联农共富机制。去年，
化州市化橘红种植面积已发展到13.2万亩，
年产鲜果 6.2 万吨，干果 1.2 万吨，产品进入
欧美、日本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产业链
产值突破100亿元。

建优原料基地，把好道地药材
品质关

在化州市中铜镇的美华化橘红种植基
地，广东美华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松立打开大疆智图软件，一个无人机测绘
后形成的三维地图赫然显现。鼠标轻轻点
击，选定一块区域，系统自动规划出无人机
行进的路线，可以实现自动打药。

开展土壤墒情检测，能够清楚地了解土
壤中的氮磷钾和水分含量；使用无人机进行
多光谱检测，可以大致确定可能出现问题的

植株；在山上铺设水肥一体化系统，浇水、施
肥大大节省了人力，还做到精准施用……科
技种植手段随处可见。

“大规模种植经营，必须通过精细化管
理实现降本增效。”陈松立介绍，“公司拥有
一支技术员队伍，怎样灌溉、怎样施肥、打药
用什么配方，土壤中水分含量、氮含量多少
是最佳，都要通过研究、试验进一步量化。”

智能、绿色，已成为经营主体建强基地
的趋势。化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董盛文表
示：“化州市已建设万亩以上种植基地 2个，
千亩以上基地 12 个，标准化生产水平达到
95%；实施种植面积倍增行动，争取用 10 年
时间，让化橘红种植规模增长到 30 万亩。
同时建设化州橘红种质资源圃，年提供优质
种苗110万株，实现良种覆盖率100%。”

行业标准也在持续完善。化州市实施
化橘红产业“2+10”标准（2个省化橘红胎标
准和 10个茂名市地方标准），分别从地理标
志产品保护开发、化州橘红等级标准、育苗
技术规程、产品溯源等方面，构建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标准体系。化州市还着力打造追
溯系统，全市已有 23 家生产经营主体实现
一码溯源的全链条监管。

政府搭平台，推进全产业链升级

“小时候，化橘红大部分是老百姓种在
自己家的房前屋后，规模大一些的种上几
亩。收成基本‘靠天’，早些年企业少，鲜果
也卖不上价，每斤只有2-4元。”广东深融生
态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融公司”）总
经理许粤胜回忆道。

两年前，深融公司的股东们响应化州市
政府的号召返乡创业。公司与核心产区的农
民签订1.4万多亩、保底价每斤6元收购的种

植协议。两年来，鲜果收购价格稳定在每斤8
元以上，大大地提高了农户的积极性。

目前，深融公司已开发出 20 多款产
品。如利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杨金良教授
的研发成果，将湖南黑茶自然发酵形成“金
花”的工艺应用到橘红产品开发，降低了化
橘红苦涩的口感，味道更加醇厚，还增加了
调理肠胃等功能。此外，入口炸裂、冰萃清
新的“橘逗”爆珠、压片糖果和润喉糖等，都
是利用了化橘红中的黄酮成分研发而成。

一支人才队伍正活跃在化州市的大地
上——化橘红产业人才库拥有入库专家 32
人，“土专家”215 人，产业人才 1346 人。通
过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合作，化橘红产业
已转化科研成果 9 项，参与国家标准制定 4
项，获得国家专利47项，高新技术产品3项。

“化州市发挥财政资金引导和撬动作用，
创新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吸引金融和社会资
本参与，带动科技、人才等要素集聚，大力推
进生产、科技、加工、品牌、营销全产业链升
级，产业动能不断增强，目前已形成‘一核、一
带、两区、多基地’的产业布局，覆盖15个乡镇
共240个行政村。”化州市副市长袁海峰说。

通过探索订单农业、收益分红、土地入
股、上岗就业等利益联结模式，35 万从业人
员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目前，化州市化橘
红种植、加工、销售企业达1542家，其中加工
企业 384家，药字号 8家，食字号 47家；已培
育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 3家、茂名市重
点农业龙头企业 10 家、规模优势经营主体
60 余家，化橘红产业集群入选 2023 年广东
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

发展新业态，焕发产业新气象

2015年，廖志略从广州华商职业学院毕

业后，想为化橘红做点事，毫不犹豫返乡当
起了“新农人”。

长期以来，化橘红作为一种药材，在普
通消费者中的认知度不高，销售难成为制约
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廖志略抓住直播和短视频的“风口”，将
化橘红传统制作工艺、食用方法等一批短视
频作品发布到网络平台，获得了大量关注，
让人们感受到化橘红文化的魅力。

同时，廖志略积极拓展线上销售渠道，
近三年来，累计销售超过100万份化橘红，在
他创办的化州市培林橘红种植专业合作社，
带动社员销售化橘红超过7000万元。如今，
合作社已经和当地 1000多户果农建立紧密
的合作关系，带动当地超3000人就业。

化橘红与陈皮、普洱相似，贮存年份越
长，价格越高。由于刚采摘的鲜果必须在
短时间内进行烘干等处理，过去加工企业
较少时，农民急于出售，导致化橘红的收购
价格时常大起大落。随着具备仓储、加工
能力的经营主体增多，鲜果收购价格也趋
于稳定。

化州市以金融赋能产业发展，努力引导
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化橘红重点领域和薄
弱环节，还成立全国首家化橘红银行，开发
橘红贷、化橘红干果抵押贷等特色信贷产
品，已累计投放化橘红产业贷款5.89亿元。

“化州市大力发展金融服务、物流配送、
电子商务、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新业态，
引导第三产业逐步实现主体多元化、业态多
样化、设施现代化，焕发产业新气象。”化州
市委书记邓泽友表示，下一步，化州市将全
力推进化橘红三年种植面积倍增等 7 大行
动，力争 4 年内化橘红全产业链产值突破
200亿元，10年内突破千亿元。

广东化州市

化 橘 红 的“ 进 化 论 ”

□□ 刘也

4月中旬，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
右中旗，“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兴安盟科
右中旗“南三苏木”治理区，防沙治沙工
程建设正在展开。

五角枫、文冠果、柠条、蒙古黄榆……
一株株防风固沙植物就此扎根；整地机、
播种机、补播机……大型建设机械接连
入场；沙化土地治理、盐碱地治理改良，
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就此落地。

“看着原来的沙地栽上了一行行的
文冠果，我十分激动，嘎查的环境更好
了，村民收入增加了，以后的生活会更幸
福！”科右中旗新佳木苏木浩力宝嘎查的
村民孟根图雅望着眼前的文冠果基地连
连惊叹。

新佳木苏木位于科右中旗东南，共
有裸露沙地 1.3 万余亩。作为该地区治
沙主战场，浩力宝嘎查文冠果基地总治
理面积 4600 亩，计划栽植文冠果 30.36

万株。3 年后，这 30 余万株文冠果成果
期可为浩力宝嘎查村集体带来收入超
300万元。

“文冠果作为生态林、水土保持林、防
风林，既能发挥独特作用，还有较高的经济
效益。基地的建成离不开村民的支持，我
们计划与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打造
科研基地，为嘎查带来持续的收益，不辜负
村民的努力和贡献。”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
科学院派驻浩力宝嘎查的房永雨说。

以工代赈、以奖代补、先建后补、集
体治沙……兴安盟号召全民参与治沙，
共同奔赴“绿色约定”。“沙地‘歼灭战’打
响了，我们最高兴。现在每天植树务工
每人能有近 200 元的收入，对村民来说
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儿。”科右中旗额
木庭高勒苏木布拉格台嘎查党支部书记
陈国发说道。

目前，布拉格台嘎查已建成 6000亩
山杏经济林基地、4000 亩果树经济林基
地以及中草药基地2200亩。

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

全民治沙奔赴“绿色约定”

□□ 刘凌涛

“春茶自造始开尝，色味甘新气芬
馥”道尽了春茶的非同凡响：色绿、味
醇、甘爽、新鲜、茶气芬芳馥郁。浙江省
台州市天台县石岭茶叶共富工坊负责
人介绍道：“3 月份的茶叶叫‘早春茶’，
采摘时间短、产量少而且供不应求，预
计在满产状态下，这批茶叶的销售额能
达到 300万元。”

高山云雾茶火了，但这里曾是另一
种光景。3年前，由于缺少先进厂房和设
备，茶叶产量不高，利润也不高，很多中
青年跳出“山门”，谋求新路。

变化源于天台县三州乡推进的共富
工坊建设。乡里积极争取各方资金 300
余万元，对已有的旧工坊进行改造提升，
新建厂房、引进设备、翻新仓库，开辟了
收储中心、生产中心、包装中心、交易中
心和展示中心。同时，增加全面亮化系
统，实现生产交易日夜不间断。“目前已
引进百余台自动炒茶机，有百余位茶商
常驻市场，最高日人流量达 4500 人次，
最高日交易额达 130万元。”石岭村支部
书记梁国荣感慨道。

共富工坊与浙江树人学院合作，建
立三州乡茶文化研究院和茶产业博士创
新站，引进高素质制茶师、培养本土先进
技术人员。据共富工坊培训业务负责人

梁新苗介绍：“目前累计外出培训学习茶
叶种植、炒制等上百人次，引进专家定点
坐班问诊 10余次，培育先进炒茶技术工
人30余名。”

“共富工坊以党建联建为抓手，整合
资源、优化配置、抱团比拼，形成‘工坊带
大户、大户带小户、小户带散户’的联动
机制，实现优势共享、平台共建、品牌共
塑，构建全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目前
累计提供政策解读、项目引进、货物运输
等服务 100余次。”茶党建联建办公室负
责人说道。

“我们瞄准正规化、市场化、品牌化
路线，努力提升茶叶的品牌附加值和市
场认可度。”梁国荣介绍道。

如今，三州乡正以“线上线下两手
抓”为总体思路，形成“互联网+电商+文
化输出”的良性互动模式。线上打造“红
色直播间”，培养农村直播队伍，在各类
平台上开展茶文化论坛、茶艺表演直播
等10余场，销售茶叶超20万元。线下承
接茶产业高端年会论坛等活动，成功创
建“三州潭”“茶姑娘”等茶叶商标，推动
干茶单价提高近200元。

据三州乡党委书记陈加雷介绍，自
2022 年石岭茶叶共富工坊建成运行后，
茶产业累计交易额超亿元，推动全乡 11
个村集体增收超 30余万元，村民人均增
收1500余元。

浙江天台县

“小茶树”成了“致富树”

帮扶产业观察

阜平县食用菌专家组组长侯桂森（左）为农户传授食用菌种植小技巧。
受访者供图

□□ 唐梦圆

近年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
区平山镇通过资源整合、产业升级等
方式厚植集体经济发展基础，大力发
展特色农业，将“小豆腐”做成大产业，
闯出大市场。

平山镇有着“中国豆腐第一镇”的
美誉，该镇充分利用地理优势、资源优
势和产业基础，积极引导广大种植户种
植高蛋白大豆，持续完善产业链条，发
展壮大特色豆腐产业，培育“平山镇电
商创业产品产业服务站”进行农特产品
销售，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让“平
山干豆腐”声名鹊起，香飘省内外。许
多游客慕名而来，全镇日均游客接待量
达 1800余人。

平山镇豆腐软嫩可口、弹指即破；干
豆腐薄可透光、豆香四溢。为带动群众
致富，该镇将资源开发作为拓宽乡镇经
济发展的新路径，探索“种植+加工+电
商+销售”产业链条发展模式。在持续
挖掘“原字号”文化特色过程中，平山干
豆腐衍生出一系列产品，如“平山煎饼”

“豆腐宴”等。
该镇还积极参加首届中国（黑龙江）

国际绿色食品和全国大豆产业博览会、
第二届冰雪美食节等，让游客可以亲身
体验豆腐制作。同时，该镇通过招商引
资洽谈等方式建设规模化、冷链化豆腐
加工企业，以“企业+手工作坊+物流”的
生产销售模式提高产量、促进研发、合作
共赢。目前，全镇 23家豆腐作坊年产干
豆腐约1700吨，豆腐年产量300万块。

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平山镇

“小豆腐”做成大产业

眼下，山东省枣庄市齐村镇5000余亩樱桃陆续成熟并进入采摘期。近年来，该镇
根据当地气候和土壤特点，引导农民在丘陵地带种植樱桃树，并先后引进“齐早”“黄
蜜”“大尖叶”等10多个樱桃新品种，利用其不同品种成熟期不一样的特征，采用分批
次盖棚控温等方法，使樱桃成熟时间分散，避免集中上市，保障了农民收益并提高种
植积极性。图为齐村镇前良村农民正在果园里采摘大樱桃。 吉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