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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耕文化是我
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
大。”庆元不仅是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和“中
国生态环境第一县”，也是世界上最丰富
的菌物资源库之一，并因其人工香菇栽培
发源地、拥有最完整的香菇栽培技术演化
链而成为举世瞩目的香菇栽培技术活态
博物馆。香菇种植技艺从这里发端，也从
这里走向世界。一部香菇产业的发展史，
就是庆元百姓不断传承农业文化遗产和
弘扬农耕文化的历史。无论是过去还是
现在，我们都在保护、传承和利用传统农
耕技艺，弘扬传统农耕文化上，践行自己
的初心和使命。

庆元是一个因香菇而生的县域。从先
民吴三公发明剁花法种植香菇技艺开始，
香菇就融入了庆元发展的血脉，成为了庆
元百姓生计的根本保障，800多年来生生不
息、从不间断。孕育形成的菇民戏、菇山
话、菇神庙会、香菇功夫等香菇农耕文化，

与菇民世代相伴，成为当地百姓最好的精
神食粮，也成为菇乡永续发展的精神力量。

香菇也是一个因庆元而旺的产业。过
去，勤劳的庆元菇民“山上石头当凳坐，林
中鸟儿当鸡啼”，候鸟式的到全国各地种植
香菇，让香菇走出了山门。现在，1万多名

“菇乡师傅”带着革新的香菇种植技术，远
赴全国 20 多个省和 400 多个县，成为当地
香菇产业的带头人，为各地扶贫事业作出
重要贡献。香菇因为庆元，成为了最具价
值、最具影响力的的食用菌产业之一。

回顾香菇产业的发展历史，我们清晰
地看到香菇种植技艺是一种不断传承发展
的农耕技艺，剁花法在内的香菇文化是一

种从未间断的农耕文化。它是一个独具特
色的林菇共育系统，体现了“菇与林、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森林可持续经营技术和
生态循环理念，是菇民千百年来生产生活
中智慧的结晶。而且因为庆元菇民世代的
传承与发展，香菇产业绘制出了一幅壮阔
的发展图谱，成为了造福人类的重要农业
产业。

正因为认识到香菇文化这一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庆元一直以来在推
动保护上孜孜以求、不遗余力。我们每年
投入6000万元用于封山育林、遗产保护和
食用菌产业发展。实施“一区一馆五库”菌
物资源保护战略，建设浙江省食用菌种质

资源库。连续举办香菇文化节和香菇始祖
吴三公朝圣活动，不断扩大香菇文化的影
响力。建成全国最大的香菇集散中心、全
国食用菌交易品类最多的专业市场，持续
推动“庆元香菇”成为中国驰名商标、中国
食用菌第一品牌。当前“庆元香菇”品牌价
值已达到49.26亿元。此外，还培养香菇文
化传承人，建立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将香菇
文化编写入中小学校本教材等。

庆元香菇文化系统申报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是香菇文化登上更高舞台进
行传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机遇。从 2014
年入选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再
到今年，通过农业农村部遴选，作为向联

合国粮农组织推荐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项目之一，庆元厚积薄发，目的就是通
过世界舞台的展示，让香菇文化不断发扬
光大，让更多的人参与保护这一重要农耕
文化，让更多的人共同推动香菇产业迈向
更高发展层次。

当前，香菇产业发展已经进入新时
代。作为“中国香菇城”的庆元，也正在致
力于引领香菇产业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推动中国香菇城向世界香菇城挺进。下
一阶段，我们将走好香菇产业的开放发展
之路，以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
承办“第七届东亚地区农业文化遗产大
会”为契机，持续扩大香菇文化的世界影

响力。今年庆元举办了世界食用菌大会，
明年还将举办第七届东亚地区农业文化
遗产大会。香菇之城将持续以东道主的
姿态，为香菇文化保护和全球香菇产业发
展搭建平台。我们也将走好香菇产业的
转型升级之路。不仅要种植香菇，也要烹
饪、加工、营销香菇，推动生态产品的价值
转换。同时还要打造更具影响力的香菇
特色小镇，让香菇产业融入全球大市场，
推动庆元从食用菌大县向食用菌强县转
变。我们还将继续走好香菇产业的保护
传承之路。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香菇产
业、保护孕育香菇文化的生态环境和剁花
法传统制菇技术，并保护好食用菌的种子
资源，打造世界菌物资源研究中心、世界
菌物保存与展示中心。

香菇是庆元人民的骄傲，对于“庆元香
菇文化系统”这一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我们
深怀感恩之心，也必将让这份极具世界影
响力的农业文化遗产历久弥新，焕发出新
的魅力，持续给人类带来馥郁和甜蜜。

让农业文化遗产历久弥新 焕发出新的魅力
浙江省庆元县委书记 蓝伶俐

□□ 黄卫华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浙江庆元香
菇文化系统”有着 800 年以上历史，近年
来，庆元县积极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
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源于依靠长期形
成，具有稳定遗传特质的“良种”，让微生
物、阳光、空气、水分与时间充分作用，经
过循环耕养，形成地力不衰、生态友好的

“良地”，借助巧夺天工的如林下种养殖、
林农间作套种、水旱轮作、林内野生资源
利用等“良技”，凝结而成绿色、生态、安
全、优质的“农遗良品”，创造出了“农遗良
品”的“金山银山”，成为丽水山耕“两山”
理念价值转换的实验区，为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农村繁荣提供指引和借鉴。

在保护传承上实现永续利用

“浙江庆元香菇文化系统”历经800多
年生生不息，主要源于它是一个林菇共育
的生态循环系统。传统栽培技术剁花法
采取“异龄择伐”，伐倒的菇木自然腐烂增
加腐殖质，保持土壤肥力，促进水源涵养，
是一种森林可持续经营技术。香菇栽培
实现了从剁花法到段木法、再到代料法的
技术飞跃，但庆元县林菇共育的核心理念
和技术始终传承。时至今日，遗产地保护
区森林覆盖率高达91%，农田、村庄基本保
持原貌，景观特色鲜明，生动践行“人与自
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千百年来，菇
民与香菇相生相伴，融入生活，形成了菇
民戏、菇山话、菇神庙会、香菇功夫等丰富
多彩的香菇文化。

香菇栽培“不与人争粮，不与林争地，
不与农争时”，为人类开辟了崭新的食物
来源，在应对山区食品安全、解决就业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庆元县农民收入
的 50%以上来源于这一产业，2015 年全县
就消除了“4600 元以下”的绝对贫困现
象。庆元 1 万多名“菇乡师傅”，带着庆元
生产的菌种奋战在全国 20 个省、400 多个

县，为扶贫事业作出积极贡献。同时香菇
栽培技术也漂洋过海，促进了世界其他地
区食用菌产业的发展。

庆元是重要的生态功能区，是世界上
最丰富的菌物资源库之一，是最古老的人
工栽培香菇发源地，是香菇栽培技术的活
态博物馆，拥有最完整的香菇栽培技术演
化链，是最完美的林菇共育系统，也是我
国最大的香菇交易集散地。庆元历届县
委、县政府不仅从思想上提高对生态特殊
价值的认识，还从香菇角度认识生物多样
性资源的宝贵，深挖价值内涵，助推庆元
香菇走向世界。

在创新发展上实现绿色崛起

香菇始祖吴三公发明剁花法，开创了
人工栽培香菇之先河，历经代代相传，香
菇从最开始的充饥果腹之食变成菇民收
入的主要来源,成为庆元发展的主导产
业。当前庆元县食用菌相关从业人员7万
余人，企业377家，2019年全县食用菌生产
规模 1.2 亿袋，食用菌产量 9 万余吨（鲜），
市场稳定，行业一、二、三产总产值约 36.8
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香菇始祖朝圣地、
香菇文化弘扬地、香菇菌种研发地、香菇
品牌策源地、香菇小镇旅游地，已连续举
办了 11 届中国香菇节、建成了中国香菇
城、食用菌科研中心、香菇博物馆、香菇美
食名城、新香菇市场。

菇源如故，菇品如故，菇心如故的庆元
菇农们始终秉持着精益求精制菇技艺，致力
于推进食用菌产业全产业链转型升级，让庆
元香菇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以科
技创新引领庆元香菇的美好时代，在全国率
先开始实施标准化生产，实行出口食用菌基
地全县域备案，成为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
质量安全示范区。目前庆元县食用菌产业
拥有有机产品48个，绿色食品6个，浙江省
名牌农产品5个，浙江省区域名牌农产品1
个。县食用菌科研中心荣获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成为“全国食用菌行

业优秀科研院所”，选育的香菇241-4，庆元
9015、庆科20、庆科212等品种是当前全国各
地香菇的主栽品种。

在利用融合上实现“两山转化”

庆元县立足中国生态环境第一县的
自然禀赋，强化政府引领力，产业培育服
务力，农业科技支撑力，市场开拓力和品
牌宣传推动力，推动香菇产业的全面发
展。充分发挥农村科技示范户带头作用，
精心培育起了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
民的技术队伍,为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创出新路。2014年至今，共培育农村科技
示范户 148 户，其中省级农村科技示范户
18 户、市级农村科技示范户 53 户、县级农
村科技示范户 77 户，遍布 19 个乡镇（街
道），特殊的地理条件、勤劳的菇乡人民，
培育出庆元香菇、庆元灰树花等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

庆元香菇作为第一批国家原产地域保
护产品，目前品牌价值达49.26亿元，连续8
年蝉联中国食用菌第一品牌。庆元县借助

“丽水山耕”区域品牌引领，将优质的“农遗
良品”卖出了好价钱，致富了农民。截至目
前，累计培育“丽水山耕”合作主体107家，
参与“丽水山耕”母子品牌运作商标76个、
合作基地125个、背书农产品101个。

2014年，珍惜菌菇“庆元灰树花”获得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经过一系列
保护与发展工作的开展，灰树花生产量从
2015 年 1220 万袋到 2019 年 1800 万袋，增
加了 47.5%，2019 年庆元灰树花产量（鲜
品）8270 吨，占全国生产总量的 70%以上，
全县灰树花有机认证产品10个，产品涵括
了干鲜品、小包装产品、灰树花细粉、灰树
花饼干、灰树花牙膏和药品等，产业总产
值达 5亿元以上，形成了“政府引导+科技
支撑+标准化生产+品牌建设”的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路径，庆元走出了一条“政策扶
持、科技支撑、标准化生产、品牌建设”的
四重叠加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之路。

农遗良品菌菇
成为百姓致富金山银山

□□ 杨敏

在菇乡庆元，几乎没人敢说自己与香
菇无缘，但新生代吴荣却是最具代表性的
一个。一度销声匿迹高端香菇，在吴荣的
带动下，如今成为市场交易中高颜值、高产
值、高附加值的新“三高”产品。

吴荣，1987 年出生于庆元东部岭头乡
杨家庄村，他出生的那些年，县里的香菇生
产家家点火、户户冒烟，孩子们也要到山上
砍柴，给香菇浇水。考上大学跳出“农门”，
吴荣原本有机会留在省城工作，却在一次机
缘巧合中回到了家乡，之后又与庆元香菇再
续了“不解之缘”。

“我刚回来时，发现老家市面上流通的
都是普通香菇，早年间的高端香菇都不见
了踪影。”他说，人称为“礼帽菇”的高品质
香菇，因为它们对生长环境的要求很高，产
出低，加上伞盖打开当天就必须采摘，人工
管理成本高，所以 2000 年以后，庆元菇棚
里几乎看不到它的影子。

普通香菇既富不了农民口袋，也打不
开香菇国际市场，还会导致庆元在整个业
界市场地位的下降。一种朴素的情感，让
吴荣下了决心：恢复以“礼帽菇”为代表的
高端香菇在庆元的种植。“一来担心技术没
底，二来担心产量不高，最怕销售不出去。”
这是菇农们的心结，吴荣带着县里的扶持
政策挨家挨户作宣传，并承诺以每斤不低
于 55 元的价格，包销“241”高端香菇。他

给大家算了一笔账，以每段菌棒2.3元的成
本计算，每段菌棒出菇1两，以每斤保底55
元销售，3万段就可以带来 16.5万元收益，
剔除成本，利润可达 8 万元。如果再加上
县里给的扶持政策，3 万段保守增收 10 万
元。为了免除父老乡亲的后顾之忧，每到
香菇生产的关键环节，吴荣都会深入到菇
棚进行技术指导，到了丰收季节，他还会和
工作人员上门，按照承诺价收购。越来越
多的菇农尝到了甜头，高端香菇的种植面
积、销售额自是水涨船高。从 2015 年的 3
万棒开始恢复种植 241 高端香菇到今年，
在吴荣的带动下全县种植 241高端香菇一
百多万棒，带动农户 100 余户，户均增收 4
万余元，新增就业岗位50余个。解决了生
产的难题，吴荣积极利用自身文创特长，积
极拓展销售渠道，为自己产品设计了卡通
头像，印制在包装上，一句简单的“庆元香
菇，一见如故”宣传口号，亲切温馨。

作为年轻一代菇农，吴荣有老一辈无
法匹敌的优势：敢于创新、善于创新，因此
他的香菇便有了定制设计的包装，也有了
独家的产品，比如一两的汤包、二两的菜
包、即食香菇干等等。香菇茶制作方式、香
菇菜谱的手工宣纸，在量身定做的同时，一
一附上，特别贴心。

近年来，电商销售模式如火如荼，吴荣
也在全县率先“触网”，不仅办起了自己的
网店，还以香菇的高端品质吸引了好几档
电视购物节目，收货、填单、打包外发，成了

他的生活常态。今年以来，根据市场反馈
的需求，吴荣一改往常依靠单一品种菌菇

“单打独斗”，把黑木耳、香菇、银耳等组装
成了全新的综合大礼包，命名为“八仙过
海”，以精细化的创新进一步细分了市场，
赢得了越来越多小众消费者的青睐，年销
售额达到了800余万元。

“年轻的时候能找到一件值得的事做下
去，就是幸运。”吴荣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如今，他有更充分的底气说，能光大祖辈流
传下来的香菇事业，是本事更是坚守。

光大祖辈菇业，是本事更是坚守80后菇农
吴荣

从 2008 年起，博大精深的菇民戏、香
菇功夫、香菇山歌、香菇谚语、菇山话等独
特的香菇文化开始走进庆元校园，教育部
门专门成立课题组编写教材，通过看听学
说唱，香菇文化种在了孩子们心里，学校也
成为香菇文化的教育基地。

从幼儿园抓起，寓教于乐，用心科普。从
2008年起庆元县中心幼儿园开始推出《悠悠
菇香沁童心》教材，并编制配套幼儿用书、教
学资料光碟。通过设置有趣的家乡话、好玩
的家乡游戏、家乡特产、家乡风俗、家乡名胜
等8大主题，从游戏中让孩子们了解特产香
菇和木耳，懂得菇农的艰辛。庆元县中心幼

儿园还通过举办主题活动，让幼儿们从小融
入学习香菇文化。今年六一香菇美食节活
动，1000多名学生、家长参与了活动。

从小初抓起，建传承基地，着力讲好新故
事。庆元县城东小学从2010年起开始对香
菇功夫挖掘及其在地方体育课程开发与利用
研究，将香菇功夫开发为适合青少年特点的
体育与健康课程。城东小学每天课间操是香
菇功夫练习时间，近 2000余名师生一起练
习。2012年菇民防身术（香菇功夫）被列入浙
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更成为校
园师生课间课余切磋技艺锻炼身体的好项
目，如今香菇功夫成为庆元各校园课间操一

景，也成为青少年的心头爱，并在丽水地区各
项活动中屡屡获奖。在一年一度的香菇祭祀
大典中，学生们展示的“香菇功夫”，成为活动
压轴。庆元县实验小学从2012年起开始传
承香菇山歌。30个班每天音乐课前开展5分
钟学唱《菇乡谣》香菇山歌，成立小天使合唱
团、菇民戏社团开展香菇山歌、菇民戏学习传
承。由一群小学生演唱的《菇神颂》在香菇始
祖祭祀活动中独放异彩，成为佳话。

从大学抓起，开办食用菌学院，着力再
创新辉煌。为培养食用菌人才，庆元县于
2011年成立了“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庆元食用
菌学院”，以“3+2”的模式与丽水职业技术学

院合作办学。截至目前，已完成教学微视频
78个，电子教案66个，课件66个，为食用菌
产业发展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庆元食用
菌学院于2014年成立食用菌协会，以“传承
香菇文化、传播食用菌科技”为宗旨，为学生
参与创业理论实践教学活动提供了平台。
2018年学校与 4个企业联手开展了现代学
徒试点，105名学生师从8名师傅培养，收到
良好效果。庆元食用菌学院还在庆元县食
用菌科研中心、叶长文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处
设立教学实践基地活动，通过实施“秸秆—
食用菌—肥农业生态循环系统”实践活动项
目，将食用菌菌渣用作肥料、饲料、基质、生
态环境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获得
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二等奖。

除署名外，本版文章和图片均由庆元
县食用菌管理局提供

香菇文化进校园 文化遗产活起来

怒放含羞笑草荒，
登堂已漫满席香。
古窑吟咏芳名远，
新曲高歌美誉扬。
蕈海百佳封后主，
菇园一俏懒争强。
声弥遐迩惊华夏，
不上瑶台富穷乡。

——《《香菇香菇》》张祥茂张祥茂

千余年来，感念先祖吴三公发明传授的香菇栽培功德，村民在香菇寮中立坛，在家中设置神位祭拜，每个菇山村口均有吴三公祠，留
存至今最早的一座，位于西洋殿村口、兰溪古廊桥畔，始建于南宋。每年吴三公祭日，全县菇农自发组织在此举行香菇始祖朝圣大典，并
开展香菇文化系列活动。去年中日韩三国食用菌协会会长带着600位嘉宾一同参拜菇神始祖吴三公，成为业界佳话。

一年一度的香菇始祖朝圣大典一年一度的香菇始祖朝圣大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