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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蘑菇撑起
致富伞
■ 本报记者 孙海涛

食用菌，蘑菇中可食用的品类，

一直是百姓“菜篮子”重要的组成部

分。在宝鸡很多区域，由于依山傍水、

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具有种植食

用菌的天然优势。很多群众依托自然

环境，辅以科学的栽培方式，大力发

展食用菌产业，从而走上了致富路。

“算算经济账，放到以前都不敢

想。前年，我种植香菇收入 6 万多元，

所以 2018 年顺利摘掉了‘穷帽子’。现

在我又包下 9个菌棚，年收入 10万元

以上没问题。”说这话的，是陇县温水

镇枣林村 58 岁的村民杨建新。这几

年，靠着种植香菇，他家的生活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前些年，杨建新一家 7 口全靠 9

亩地维持生计。然而，山里地薄，小麦

亩产量只有 150多公斤，忙碌一年，一

家人收入仅有两三千元。2017 年初，

当地宏盛农牧公司在政府的支持下，

以“借袋还菇”模式吸纳了 105户贫困

户入园，杨建新就是其中一户。按照

双方约定，公司向贫困户免费提供生

产菌棚和技术，并按照每个菌棚 8000

个菌袋的标准向贫困户免费提供菌

袋，等到香菇收获时，公司再按照每

公斤 6元的价格进行回购。

这种“借袋还菇”的方式，让杨建

新从麦田走向了菌棚，口袋也逐渐鼓

了起来。

同样，凤县黄牛铺镇

三岔河村的贫困户杨小

林，也依靠栽培香菇富裕

起来。2017 年，他加入村

里的合作社，通过赊销的

形式获得了 3 万袋食用菌。

由于踏实肯干，经过一年的

辛勤付出，杨小林栽培的 3 万

袋香菇陆续出菇，除去原材料成

本、人工费，当年的纯收入达到了 6

万余元。 

如今，通过栽培香菇，杨小林家

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不仅

摘掉了“穷帽”，他还被评为镇上的

脱贫致富模范。去年，他又拿到镇上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房的钥匙，从透

风漏雨的土坯房搬进了窗明几净的

“暖心房”。

记者在宝鸡各县区采访时看到，

栽培木耳、香菇、金针菇、鸡腿菇已经

成了很多县区脱贫致富的好项目。

2018 年，全市种植食用菌 3330 万

袋，总产量达 3626 万公斤，总产

值近 4亿元。通过“借袋还菇”、入

股分红、推广技术等方式，食用

菌产业在我市不但遍地开花，

更成为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朝阳

产业。

以特色农业助力乡村振兴
孙海涛

2018 年，全市种植食用菌 3330 万袋，总产量达 3626 万公
斤，总产值近 4 亿元，小小的蘑菇已经成为乡村振兴、农民致富奔
小康的强劲动力源 ——

为了进一步拓宽市场、获取更

大的经济效益，一些稀有食用菌近年

来也先后落户宝鸡。记者从市农业农

村局了解到，目前我市已经有很多合

作社克服了技术难题，成功栽培了灵

芝、赤松茸、羊肚菌等稀有食用菌，并

获得了不菲的经济效益。

今年 4 月初，陈仓区英子种植专

业合作社里喜气洋洋，这里首次栽培

的羊肚菌喜获丰收。

“我们以前大量种植的是香菇、

平菇，羊肚菌的经济效益，是常见菇

类不可比的。”该合作社负责人李拴

英告诉记者，羊肚菌是公认的珍稀菌

类，不但鲜美可口，而且菌盖部分含

有异亮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蛋氨酸

等 7 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营养价值

很高。再从经济价值上来说，羊肚菌

价值更是高得惊人，现在客商收购价

达到了鲜菇每公斤 100 元，干菇每公

斤 1400 元。

为了种植羊肚菌，李拴英和社

员们这几个月几乎吃住在合作社。

“以前不会种，学呗！”李拴英笑着

说：“别人能种好，我们也能种好，现

在成功了，大家都很开心。”

记者了解到，从 2016 年起，陈仓

区英子种植专业合作社就吸纳了不

少贫困户入股，通过年底分红的形式

带动贫困户增收。以 2018 年为例，该

合作社带动了周边 11个村的 80户贫

困户增收，年底分红总额达到 9.2 万

元。而今年羊肚菌种植成功并打开市

场后，年底的分红无疑更有保障了。   

据了解，与以往食用菌仅靠一个

“食”字相比，一些合作社还在创新上

下功夫，开辟出食用菌的另类市场。

比如说李拴英就在观赏性上下功夫，

将合作社培育出的灵芝栽植到花盆

当中，辅以假山石等，制成了更具经

济效益的摆件。

“以前大棚里的灵芝主供

药厂，每公斤不过 200 元上下，而

制成花盆摆件后，市场上供不应

求，每盆少则 30 元，多则上百元，

经济效益是供应药厂的 2 倍还多。”

李拴英说，目前他们正在尝试通过

电商销售灵芝摆件，相信未来“钱

景”不错。

市农业农村局专业人士告诉记

者，目前，已经有多家合作社在

灵芝、羊肚菌等多个稀有菌类

品种种植上实现“破冰”，部分

产品还打破食用菌销售仅辐

射周边区域的瓶颈，通过航

空物流等方式，采摘当天就

能运送到东南沿海地区进

行销售。

食用菌产业发展快，农民对接市

场主动作为是一方面，我市各级在知

识培训、硬件建设、资金扶持等方面给

合作社大力“撑腰”，也让食用菌产业

迎来蓬勃发展的“春天”。   

太白县咀头镇上白云村种养殖合

作社，就是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发展

壮大起来的。2017 年初，上白云村的

12户村民萌生了种植赤松茸的想法。

然而，技术不过硬怎么办？在县、镇相

关部门的积极联系下，该合作社的考

察小组奔赴陕南，向当地赤松茸种植

企业“取经”，搞懂了一系列种植技术

难题。该合作社先期建起16个大棚后，

第一茬赤松茸就卖了 30万元。

社员们一致认为，应当扩大赤松茸

的种植规模，然而，如何扩大大家却一筹

莫展。当地政府获悉这一情况后，积极帮

扶该合作社，短短两个多月，合作社就通

过流转土地，先后开工建设了194个大

棚，并将全村54户贫困户全部纳入合作

社。大棚建设中，水、电、路又是一笔巨额

投资，太白县相关部门再次开足马力，短

短几个月，水通电通，4000多米的生产

道路全部修好。该合作社副经理李玉军

说：“算算账，政府扶持我们的资金达到

190多万元，现在合作社的‘钱景’好得很

哩！今年3月份，70多个大棚已经先

后产出赤松茸，每座大棚的纯收益达到

了4000多元。”

记者了解到，各级政府在帮助

菌类合作社快速发展的同时，还在技

术支撑上做文章。据悉，目前我市正

在充分发挥生态区域和主导品种优

势，构建食用菌生产、生态环境、资源

保护和利用等有机结合的现代生态

食用菌产业体系。同

时，我市农业系统还

利用宝鸡粮食作物、

果业发达的现状，大

力开展以玉米芯、果

树枝条、辣椒秆为主

料栽培香菇等技术

示范推广工作，稳定

食用菌产业的持续发

展。放眼未来，我市的食

用菌产业将为农民撑起更

大的“致富伞”。

凤县黄牛铺镇三岔河村村民杨小林栽培的香菇

陈仓区英子种植专业合作社栽培成功的灵芝

太白县咀头镇上白云村种养殖

合作社，工作人员将赤松茸装箱。

近日，由宝鸡市文化和旅游局指导、市导游

协会主办的 2019 年宝鸡导游员培训班开班，全

市 100 多名导游员、讲解员参加了培训。

本次培训以“讲好宝鸡故事，展现专业素

养”为主题，将进一步增强宝鸡市旅游管理人员

及从业人员学习先进服务理念、提高管理水平、

强化服务人员的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培训采用

集中理论授课和景点实地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多

方面综合教学。

宝鸡资深优秀讲解员王睿带领学员参观宝

鸡青铜器博物院并作示范讲解，王睿大方潇洒的

动作、深入浅出的讲解，赢得了大家的称赞。国

家高级导游员、陕西旅游形象大使解启成以《导

游之路的诗和远方》为题，将太白山、周秦文明

贯穿其中，传授导游词创作技巧、职业规划等，

生动形象的讲解，让大家受益匪浅。

石坝河· 新界商业步行街位于石坝河街道，占

地约 20 亩，总建筑面积 27000 m2，步行街是集购物、

休闲、餐饮、娱乐、观光为一体的新型商业街区。街区

引入了世纪华联生活超市，五星级全景巨幕影院——

横店影城，宝鸡网红蹦床公园等核心的商业板块，让

街区充满了年轻、时尚的流行气息, 街区动静结合、

同业互补、行业差异化的经营定位，决定了新界很好

的市场前景，目前招商率达到 95%。

新界商业步行街由金田置业鼎力打造。金田置业

通过多年努力已成为涵盖地产、商业、餐饮等多种业

态为一体的综合性开发公司。石坝河· 新界商业步

行街的顺利开业，要感谢各界朋友及相关部门，感谢

全体员工，更要感谢各位商户朋友。

金田置业始终以科学的管理、优质的工程、创新

的商业理念、放心的产品，打造有品位、有档次、有影

响力的地产商业。                       ( 李正)

石坝河· 新界商业步行街开业 宝鸡导游员培训班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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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开花  农民脱贫奔富路

异“菌”突起   拓展市场新领域

政府撑腰  产业发展迎“春天”

宝鸡乡村“遍地开花”的食
用菌产业，折射出一个道理——
特色农业能够吸引更多的技术、
资本、能人助力乡村振兴。
宝鸡的特色农产品很丰富，

绝不止食用菌这一种。这些特色
农产品在当今正面临着难得的发
展机遇：其一，消费者餐桌上的
食谱越来越丰富；其二，相关部
门的大力扶持，为特色农业提
供了快速发展的舞台；其三，
发达的物流，让特色农产品
能够第一时间辐射更广阔
的区域。

特色农产品
带来的成效显而易
见，可谓富了
“ 口 袋 ”

也富了“脑袋”。以食用菌为例，其经
济价值远超传统农作物，尤其当特
色农业与脱贫攻坚紧密联系时，更
是让很多贫困人口摘掉了“穷帽”，
富起了“口袋”。更可喜的是，在这一
过程中，很多贫困人口掌握了技术、
鼓起了勇气，有意愿、有能力改变生
活，从而同步实现思想的巨变。

乡村发展的质量和速度，归
根结底体现在产业强不强、效益高
不高、农民富不富上。特色农业产
业，正是强产业、创效益、富口袋的
快速途径。如果以更广阔的范围去
看，果业、养殖业、休闲农业等都
需要以这种思路推进。当这些
特色农业连点成线、以线扩
面，必将为宝鸡乡村振兴
注入强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