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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菇飘香溢武川菌菇飘香溢武川：：小蘑菇撑起小蘑菇撑起““致富伞致富伞””
朱朱 言言

“菌光互补”促共赢

“要致富，种香菇，半年成为万元户。”上世
纪80年代流传于武义县农村的这句话让人记
忆犹新。许多农家子弟求学的费用、兴土木的
资金、农民投资创业的基础⋯⋯都是从香菇这
座“绿色银行”里得到了保障。

5 月，走进位于武义县壶山街道上端头村
的武义创新食用菌有限公司食用菌种植大棚，
可以看到菌棒铺满大棚，香菇挂在菌棒上，等
待采摘。这里产出的有机香菇味道鲜美，营养
丰富，在市场上倍受欢迎。

香菇性喜温凉，上端头村每年夏季酷热难
耐，总有那么几个月是香菇种植的“难产期”，
严重影响了菇农的收入。之前，为了给大棚降
温，菇农们在菌棚顶上搭建遮阳网，但效果并
不明显。有人甚至远距离架设电线，给菌棚安
装空调，但高昂的成本让许多菇农望而却步。

几年前，一种“科技+农业”新型致富模式在
这里萌生：通过在大棚顶部搭装多晶硅太阳电池
组件进行发电，打造食用菌光伏农业基地，较好
地解决了发展新能源跟大量占用土地的矛盾，实
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以及环境效益共赢。

香菇种植的难点是保持大棚相对恒定的
湿度和温度，制冷设备用电是支出大头。大棚
顶上建光伏电站，大大减少了远距离输电装空
调的成本。“以光伏电站代替原先大棚顶端的
遮阳网，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为底部的食
用菌生长生产营造了更好的环境。“武义创新
食用菌有限公司董事长徐高翔说。

同时，该公司又投资1500余万元引进新型
食用菌专用中央制冷机组，使生产每斤鲜菇能
耗降至0.15元，比以往空调制冷能耗降低50%
~60%，仅此一项全年节本增收超54万元。开
展废菌料用于生产生物质颗粒燃料、用于种养
殖原料的综合探索。据统计，在菌棒生产中完
全摒弃煤炭使用，每年可节煤220吨，废菌料多
途径利用走出了生产循环新路子。

“科技惠农”提效益

施礼是武义县食用菌技术推广站高级农
艺师。为了实现食用菌培育现代化，从 1987
年浙江农业大学毕业到现在，他一直在生产一
线从事食药用菌技术试验、示范、基地建设、技
术推广工作。

科技引领，食用菌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仍
在继续。“我们通过科技特派员平台，深入基
层、生产一线，更好地把省农科院的科技成果
在武义县广大菇农中推广，让他们获得更好的
技术、更高的效益。”蔡为明是省科技特派员，
十多年时间里为武义县食用菌产业技术创新
注入了许多活力。

由于香菇生产环境要求高，即使加上塑料

大棚，原先香菇一年通常也只能收两季。这几
年，武义联手省农科院攻关研发，开创了香菇
周年化高效种植模式，一举突破香菇传统种植
模式季节性强、劳动强度大、产量质量不稳定
的瓶颈制约。建起 7 天能收一茬、冬暖夏凉的
温控大棚后，菇农的年收益能够翻几番。

公司还与浙江省农科院联合研发建立了
全省首条香菇全自动料棒生产线。走进生产
车间看到，平均用时不到 2 秒，一个包装完整
的料棒就会从全自动生产线的出口里“吐”出
来。送入超过 100 摄氏度的灭菌炉内统一灭
菌，再通过传送带进入无菌接种室完成接种。
生产效率较常规提高 50%以上，还获得了农
业农村部食用菌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项目。

“2021 年公司共生产菌棒 50 万袋，今年
将达到 150 万袋，预计来年可达到每天生产 6
万袋的水平，从而带动更多农户走上标准化生
产之路。”武义创新食用菌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通过省农科院技术支撑与扶持，“创新
业、育新种、推新法”的科技创新之路，在武义
新宅镇、大溪口乡等地遍地开花，让大山里的

“小农户”真正走上了现代农业的发展轨道。
同时，武义还在全省率先建立了“料棒专业

化集中生产、养菌出菇分户管理”的香菇生产新
模式，解决了农户传统的料棒生产方式存在用工
量大、生产效率低、安全隐患大等问题，技术惠及
全县90%以上菇农，并辐射全省乃至全国。

“双百共富”开新路

傅杰和潜淑妃夫妇是入驻“菌光互补”项
目的首批租户，他们说，家里共租了 6 个温控
大棚，每天产菇 1000 多公斤。按每公斤 16 元
的销售价格计算，扣除租金、电费、菌棒等生产
成本，去年收入达到 40 多万元。“香菇 7 天就
能收一茬，感觉天天都是在数钱呢。”傅杰说。

为了让菇农种植香菇无忧，切实彰显产业
振兴的“造血功能”，武义转变思维方式，专门
成立县食用菌产业区域创新服务中心，由政府
投资建大棚，出租给农民种植，以“公司+农
户”形式统一技术标准、统一品牌销售，为菇农
稳定增收提供保障。

菌棒的智能化、自动化生产，香菇的工厂
化栽培，吸引了30多户菇农入驻，主动申请做
第一批示范户，这里出产的香菇单位面积产量
比家里农村散养的提高三倍以上。开了多年
饭店却一直想从事农业生产的陈森芳，也租了
两个大棚。“投资不大，有专家团队全程跟踪，
手把手地教，我边学边干。”陈森芳笑着说，“亲
戚朋友都调侃我这是穿着皮鞋、吹着空调，干
农活赚大钱呢。”

“我们创建了科研机构、企业深度融合的
星创天地平台，研发农业生产新技术、新模式，
将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生产的‘巢’筑好，然后将
好‘巢’授予广大农民，让广大农民分享更先进
的技术、更现代的设备、更科学的经营管理带
来的红利。”徐高翔说。为此，他们创建了“双
百共富”香菇产业园，计划年产菌棒 2000 万
棒，带动培养现代新型农民创客 500 余名，希
望通过发展现代农业生产，达到增产增收，使
农民致富成为小老板，使“雏鸟”变“凤凰”。

2021 年公司完成投资 1.7 亿元，两幢厂房
已结顶，60 只菇棚全部建成，正在向全县菇农
开放招租，所得资金将 90%用于支持农村“消
薄”。该项目在金华市三季度攻坚争先大比拼
中取得第四名的好成绩。

有了好政策扶持，武义县食用菌产业发展
步入“快车道”，预计到今年年底，将培训菇农
1000 多人次，带动 200 多名农民就业，其中，
低收入农户 100 多人，人均年增收 5 万元以
上。将持续推进巩固拓展攻坚成果，与乡村振
兴有机衔接，逐步迈向产业振兴，实现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在武义县与浙江省农科院食用菌
团队共建的食用菌产业区域创新服务中心现有
基础上，政府将加大配套设施建设扶持力度。
同时，将浙江省农业科学院食药用菌（武义）试
验站建成新品种培育基地、新技术研发平台、新
人才培养中心，为武义县乃至全省的食用菌产
业转型发展、提升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与此同时，香菇工厂化生产示范园区建设
也将提上进程，预计引进生产主体 100 家左
右，联结带动农民 500 名以上，探索建立香菇
工厂化生产与农民有机衔接的“双百共富”模
式，促进产业增效、农民增收，进一步做好“造
血”和“扶志”文章，大力激发低收入人群内生
动力，持续激励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人群通过
勤劳致富。

小小的食用菌不仅在武义县得到产业化
发展，而且在 4000 公里外的新疆扎了根，更
是成为了致富的主力军。有诗这样赞美食用
菌：“淡泊我生出尘土，一夜春雷显绣球，翩翩
起舞草木魂，亭亭玉立裙带飘。”小小食用菌
带动了武义县农业产业的发展，成为菇农打
开致富之门的钥匙，让菇农走出大山、走向共
同富裕。 （本版图片由武义创新食用菌有限公司提供）（本版图片由武义创新食用菌有限公司提供）

◎院县合作、共建平台。武义县与省农科
院以省法人科技特派员结对帮扶为纽带，累计
筹资2000多万元，先后创建武义县食用菌产业
区域创新服务中心，挂牌成立浙江省农业科学
院食药用菌（武义）试验站，以家庭农场、专业合
作社、示范企业等为服务纽带，组建产业科技服
务网络，打造“科技引领、基地示范、全程服务”
的新型食用菌技术服务平台，集科研开发、区域
试验、成果转化、示范推广、技术培训等多功能
于一体，促进产业增效、助推农民增收，助力乡
村振兴。

◎协同创新、振兴产业。武义县与省农科
院共同承担实施国家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
划、省食用菌重大技术协同推广计划等各类科
技项目20余项，选育出省级审定新品种2个、获
国家授权发明专利4项。生产模式创新。在全
省率先推出“料棒专业化集中生产、养菌出菇分
户管理”香菇生产新模式，解决农户传统料棒生
产方式用工量大、生产效率低、安全隐患大等问
题，技术惠及全县90%以上菇农。生产技术创
新。研发建立全省首条覆盖整个生产环节实现
全流程智能化控制、自动化操作的香菇料棒生
产线，生产效率较常规提高50%以上；研发以突
破夏季高温栽培为核心的优质香菇周年化高效
生产技术，实现优质香菇周年化、均衡化生产，
生产投资和能耗成本降低50%。

◎企农衔接、共同富裕。以武义县食用菌
产业区域创新服务中心为载体，集成香菇产业
提质增效关键技术，统一规划设计建设香菇工
厂化生产菇棚及配套设施，引进菇农、新型职业
农民、创客等生产主体，建立统一菌棒供应、统
一生产标准、统一技术指导、统一产品品牌的香
菇工厂化生产基地。由企业负责设施设备投资
大、技术要求高的菌棒生产环节，由生产主体负
责用工量大、操作精细化的日常管理，企业与农
户分工合作、互利共赢，共同探索具有武义特色
的食用菌产业共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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