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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秸秆种黄金菇
农发蔬菜专业合作社栽培食用

菌，曾经用木薯等原材料做菌棒，但
菌棒中秸秆成分少，只占30%左右。

2022 年，大田县食用菌站向菇
农推广玉米秸秆种黄金菇的技术。
吴同村动心了，到古田县实地考察。

“玉米秸秆营养价值高，利于食
用菌菌丝生长和吸收转化，易收集、
成本低，用作基底栽培食用菌性价比
很高。”吴同村说，考察回来后，他
开始尝试用玉米秸秆作为食用菌菌棒
原材料，种植了一批黄金菇。一个月
后，黄金菇长势良好。

当年 12 月，合作社投资 9 万元，
采购了一台秸秆粉碎机，开始大规模
加工玉米秸秆，做成食用菌菌棒。

“今年 3 月，我们基地种植了 10
万袋黄金菇，过一个月就可以采收
了。”吴同村介绍，黄金菇生长周期
达 9 个月，每袋可采收鲜菇 1.5 公
斤，市场售价每公斤16到20元，经

济效益远比香菇等食用菌高。
合作社同时销售菌棒。3 月 21

日，大田县武陵乡黄金菇种植大户林
配隆，从合作社采购了 30 万袋黄金
菇菌棒。

合作社扩大生产规模
合作社建有 3 个大棚，总面积 35

亩，主要栽培黑木耳和黄金菇。吴同
村介绍，黑木耳每年8月接菌，10月开
始采收，采收期 8 个月。今年已采收
黑木耳5万公斤，收入30余万元。

“合作社的黑木耳一般是晒干后
销售，销往浙江。新鲜黑木耳也有销
售，但量少，主要销往厦门和泉州等
地。”吴同村说，为扩大生产规模，
合作社与桃源、广平和华兴等3个乡
镇农户合作，向其提供黑木耳菌棒、
种植技术和销售渠道，农户只需进行
日常管理和采收。去年，合作社为县
里农户提供黑木耳菌棒21.5万袋。

目前，合作社有32户农户入股，
大家正在加快整合其他菇农，已经向

附近的武陵、桃源和广平等乡镇菇农
提供菌棒栽培黄金菇，准备与奇韬、
湖美的农户合作扩大黑木耳栽培面积。

食用菌助村民致富
吴同村原先在永安做木材生意，

2016 年，他选择回乡创业种植百香
果。2020 年 7 月，因百香果销路不
佳，吴同村改种食用菌。

凭 借 对 农 业 种 植 积 累 下 的 知
识，吴同村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
下，第一年种植香菇 15 万袋，采收
15 万 公 斤 ， 收 入 100 多 万 元 。 随
后，他不断扩大食用菌种植面积，
改进栽培技术，引进新品种，发动
其他村民参与食用菌栽培，带动农
户共同致富。

“合作社离家近，村民们可以一
边照顾家庭，一边工作。”吴同村
说，食用菌犹如一把把撑开的小伞，
撑起了菇民们的致富伞，还为数十名
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每人每月可领
到2800元的工资，日子越过越红火。

废料变宝 玉米秸秆种菌菇
●本报大田记者站 罗珍华

4月4日，走进位于建宁县高圳村
的大川生物菌业有限公司，门口停着
一辆大型卡车，一位机手正熟练地用
叉车将一筐筐菌包运往菌菇培养室。

“这车海鲜菇菌包有1.2万袋，刚
从顺昌县运来，用叉车装卸菌包、回
收空筐只需要2个小时，工作效率非
常高。”大川菌业公司总经理刘沐奇
向几位来参观的本地菇农介绍。

“你们公司的菌包原来都是自
给，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去外地购
买？”一位菇农发出疑问。

前期了解到顺昌县有海鲜菇集中
制包培养分厂出菇模式，于是刘沐奇

和县食用菌站工作人员多次前去考
察，决定尝试外购菌包。

刘沐奇给大伙算了两笔账，一笔
是时间账，一笔是经济账：一方面，
自制的菌包培养菌丝需要4个月，而
外购的菌包因为之前已培养 1 个月，
进入公司的培养室养菌只需 3 个月，
可以缩短1个月的生产周期，无形中
提高产能；另一方面，自制的菌包每
袋 1.25 公斤，生产成本是 1.8 元，购
买的自动化液体菌种制作的菌包每袋
1.5 公斤，运到公司的合格菌包价格
为2.4元，这样成本减少了，污染率
下降至零，更主要的是产量有了大幅
提升。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菇农们随
着刘沐奇走进出菇车间，一排排长势
喜人的海鲜菇正被工人们熟练地采
摘、装箱，在产品分拣分组车间，工
人从外购菌包和自制菌包的海鲜菇包
中随机选出几包分堆，通过比对发现
自制菌包海鲜菇子实体小而疏，外购
菌包子实体大而密。

随后，将两类产品分别切除菌脚
后称重，算出平均每袋的转化率，数
据结果证实，液体菌种制包的转化率
比自制菌包转化率高了 16%。“以公
司年产300万袋海鲜菇产能计算，通
过应用新工艺菌包生产，可以降本增
效100万元以上，这是一笔不错的利
润！”刘沐奇说，但公司此次的生产
种植技术转型，也并非一帆风顺。

去年 10 月下旬，公司调进第一
批菌包开始试种，虽然技术员精心呵
护，但 12 月中旬产品临近采收，发
现新工艺菌包的产量与自有菌包并无
明显提高，刘沐奇焦急地向制包厂商
求援。

“厂商第一时间联系当地菌业行
家来到建宁，和县食用菌站技术员联
合技术‘会诊’，通过现场观察和询
问，提出技术建议，有专家指导，后
来的两批海鲜菇在今年 3 月初采摘，
产量有了明显提升，我这才安下心
来。”刘沐奇说。

眼下，公司正组织工人们将原有
的锅炉、拌料、装袋等制包设备拆
除，准备对旧料场、锅炉房进行重新
规划，将腾出的空间，改建为新的菌
菇培养室，扩大生产规模，提升自动
化生产水平。

“外购的菌包是采用固转液接种
工艺，与传统的固体菌种相比，前者
工艺简便，自动化程度高，生长周期
短，污染更少，出菇整齐，适宜工厂
化、标准化和全年候生产。”建宁县
农业农村局食用菌站站长葛小平介
绍，实践证明，这种购包模式是可行
的，将来本地企业也可发展自动化制
包工艺进行社会化服务，引进先进设
备设施全程机械化生产菌包，后配送
至下游企业、合作社或农户进行后熟
培养、出菇管理，促进建宁食用菌产
业长远发展。

外购菌包 海鲜菇增产增量
●本报建宁记者站 饶丽英 文/图

4月1日上午7时，在宁化县湖村
镇龙头村凉伞亭荣润生态农牧有限公
司，管理员兰润涛经过严格消毒后走
进全自动鸡舍，开始一天的工作。

“现在管理 5 万多羽蛋鸡，每天
上班第一件事就是观察它们的精神状
态、食欲、行为表现、判断健康与
否，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兰润涛说。

过去，龙头村养殖模式单一，
村民增收渠道相对较少。为了拓宽

村民的致富门路，壮大村集体经
济，2018 年，龙头村党支部引进荣
润生态农牧有限公司生态智能集约
化蛋鸡生产项目，解决项目用地、
用工难等问题，开启了规模化养鸡
之路。

“蛋鸡养殖具有生产周期短、见
效快、农副产品资源利用率高等优
势。”荣润生态农牧有限公司负责人
邱荣发介绍，现在基地养殖的是北京
金粉六号小品种鸡，鸡蛋品质和口感
好，营养价值高，主要销往福州、厦
门、漳州等地。

荣润生态农牧有限公司生态智
能集约化蛋鸡生产项目总投资 5000
万元，以“一拖三”模式建设集育
雏、养殖、分包于一体的全自动智
能集约化蛋鸡养殖基地，目前已建
成鸡舍 2 座，在建 1 座，引进北京
金粉六号小品种鸡 5 万余只，年产
鸡蛋约1500吨，年产值1500万元。

“去年我们新投用的厂房采用全

封闭式、全自动化生产系统，现在一
个人可以管理上万只鸡。” 邱荣发笑
着说，厂房安装有自动供料供水系
统、自动除粪系统、自动拣蛋装置、
自动温控系统、电子消毒系统等全自
动化设备，实现了从上料、饮水、集
蛋、降温、消毒到清粪等整个饲养过
程的全程自动化。

鸡舍的喂料、饮水、温度、消毒
都是自动化管控，而捡蛋、包装、打
杂等工作强度较低的工序吸引了不少
村民。像兰润涛一样来基地上班的村
民还有 10 多人，村民罗美金感慨：

“这里离家近、待遇好，每天拣蛋、
装箱，每个月有 3000 元的收入，比
外面打工好。”

蛋鸡“生”财致富，让邱荣发有
了更多的想法。“我们正在新建厂
房，准备扩大蛋鸡的养殖规模，下月
底还有5万只鸡苗入舍，争取今年产
值翻番，不断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为村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智慧养鸡 一人管理上万只
●本报宁化记者站 刘博文 通讯员 温珺莹 黄 璐 文/图

竹林深处开来轻轨小火
车！4月 3 日，在泰宁县新桥
乡 大 兴 村 杨 英 寿 家 的 竹 林
内，竹山轨道运输机正忙着
运输大量新鲜出土的春笋，
高效又省力，轨道运输机不
仅解决了机械下田上山“最
后一公里”问题，还减轻了
劳动强度和生产成本。

新桥乡是市级十佳毛竹
乡、竹业开发十佳乡，森林
抚育 1500 亩，封山育林 782
亩，森林覆盖率达89.2%，活
立木蓄积量 60.74 万立方米，
林地保有量 210.6 万亩，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峨嵋峰坐落于
此。近年来，新桥乡积极探
寻生态兴乡发展路径，走出
了一条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
相协调相促进的新路子。

念好“山字经”
种出“摇钱树”

想要种出“摇钱树”，护
林 是 新 桥 乡 必 须 做 好 的 答
卷。新桥乡不断加大造林绿
化 力 度 ， 加 强 森 林 资 源 保
护，调整产业结构，积极推
进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生
态林业的转型。

这个乡把高山茭白作为
促进林农脱贫致富的重要项
目加以扶持。

“政府有支持，我们有干
劲，去年采摘茭白赚了 2 万
元，日子越过越红火。”大源
村戴阿姨高兴地说。目前，新
桥乡共种植高山茭白面积600
亩，年产茭白 60 万公斤，年
产值300余万元，80人因种植
高山茭白而长期受益。

福建第七高峰——峨嵋
峰位于新桥乡。峨嵋峰森林
覆 盖 面 积 广 、树 木 品 种 多 。
新桥乡持续在“防”上发力，
常态化抓好松材线虫病等林
业有害生物防治及树木管护
工作，有效保护了这片天然
林区。远远望去，峨嵋峰宛
如云海森林，美不胜收，每年
吸 引 大 多 数 游 客 来 此 观 日
出、赏云海、看雾凇。

全面推行林长制，重拳
出击、铁腕整治，是新桥乡护
林工作的常态，利用世界湿地
日、爱鸟周、世界野生动植物
日、科技下乡等宣传活动，让
林业法律法规知识走进千家万
户。“我们将持续在管、护、治
上下功夫，聚焦用绿兴产业，
紧扣‘活绿’促发展，进一步
释放涉林产业发展潜能，推动
资源变资本、活树变活钱、青

山变金山。”新桥乡乡长童建辉说。

做好“水文章” 答出民生卷

水桶、挂钩、扫把……每天上午7时，生态管护员杨
纯泰就来到新桥乡北溪 （新桥段） 的沿河路边巡河，时
而弯腰捡垃圾，时而拿长竿清除河里杂草……

“这条河原来有些脏乱差，村里人都不喜欢在河边
走，这些年，乡里下大力气整治河道，我这也算是为乡
里作贡献了。”杨纯泰很是自豪。

新桥乡有四条河流，分别为北溪（新桥段）、上清溪
龙门溪、王明溪、坑坪溪，河流总长度33.5公里，流域面
积117.4平方公里。如何治水护水用水、优化水环境、做好

“水文章”是新桥乡的一大“考题”。
如何作出高分答卷？新桥乡整合环保网格员、河道专

管员等“五大员”，成立生态综合管护队，覆盖全乡所有
村，构建了“点成线、网成面”的综合管护体系，实现
生态管护不留死角、不留盲区、不留隐患。同时，成立
工作专班，由乡主要领导牵头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共
同推进这项工作。

新桥乡生态管护员邓寿林说：“原来治水存在‘九龙
治水’现象，现在把原来的队伍进行整合，一位生态管
护员身兼数职，这样能极大地增强工作效率。像我这样
的管护员，全乡共有6名。”

依托河长制工作机制，新桥乡在河道边建设河长制
主题公园，绘制水主题生态长廊，引导民众主动参与保
护水资源，形成全民护水治水的良好氛围。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2021 年以
来，新桥乡投资 4000 余万元建设了泰宁县北溪 （新桥
段） 安全生态水系建设工程、泰宁县中型灌区 （新桥
段） 工程等重点项目，同时，深入开展河湖“四乱”整
治、违规采砂治理等，截至今年3月，乡村两级河长共开
展巡河126次，清理“四乱”20处。

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已是新桥乡交出的新答
卷。“乡里治理河道的决心非常大，我们老百姓也非常支
持，现在，我们晚上吃完饭都会在河边走走，看看夜景，
别提多舒服了。”新桥乡村民黄源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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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查看鸡蛋品质

工人在采摘海鲜菇

4 月 1 日 ， 在 大
田县梅山镇沈岭村食
用菌种植基地，工人
们正在搬运高温消毒
好的菌棒，为新一批
食用菌接菌做准备。
当地农发蔬菜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吴同村介
绍 ：“ 用 60% 的 玉 米
秸秆做原材料，加工
成菌棒种黄金菇，不
仅解决了燃烧秸秆带
来的环境问题，还将
秸秆变废为宝，实现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