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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编 于静静

朵朵小菌菇，撑开“致富伞”
大村镇大力推动食用菌产业向规模化、精品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带动群众增收

　　□本报记者 梁玉鹏

　　乡村产业要振兴，发展特色是
关键。近年来，大村镇按照做优做
强特色食用菌、做特做精珍稀食用
菌、做好做大食用菌全产业链发展
的工作思路，推动食用菌产业高质
量发展。目前全镇共建设食用菌种
植棚1800余个，全镇年菌棒保有量
800万-1200万棒，年产菌菇3000余
吨，年实现销售收入5000余万元，
带动就业1800余人，小小菌菇撑起
乡村产业振兴梦。

　　近日，记者在大村镇青岛绿色家园
食用菌种业发展产业园建设现场看到，
运送建设材料的车辆进进出出，一栋钢
结构为主体的生产厂房已经初具雏形。
　　“我们正在全力推进产业园区建
设，预计今年年底完工。”青岛绿色家园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江富向记
者介绍，该项目总投资1亿元，占地70亩，
建筑面积40000平方米，分为研发、育种、
市场、新品种四大功能区。项目全部投
产运营后将实现日产菌包10万包、鲜菇
20吨，每年改良、驯化和研发新品种5个
以上，每年引进和扩繁品种50余种，年营
收可达1.2亿元，将辐射带动食用菌种植
面积5000余亩，每年可带动产业增收
2000万元，解决300至400人就近就业。
　　说起筹建食用菌种业发展产业园
的初衷，宋江富说，现在公司用的食用
菌菌棒都来自第三方公司，不仅成本
高，而且菌菇品质不稳定，“在培育菌菇
的过程中，我们也有一些菌菇育种方面
的创新想法和理念，但之前苦于没有研
发能力，这些想法没法变成现实。”宋江
富告诉记者，在这种情况下，建设自己
的 育 种 基 地 就 成 为 一 项 迫 在 眉 睫 的
任务。
　　“青岛绿色家园食用菌种业发展产
业园的落地，对于培育壮大我镇特色优
势产业——— 食用菌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拥有完善的高温室、组培室、检测
室、种子中心等专业实验室，能够独立完
成菌种的研发育种，对于完善新区菌类
产业链条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大村
镇农业农村中心主任逄润卿介绍，为了
帮助企业发展和促进村集体增收，在经
过深入调研了解后，大村镇将青岛市财
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735万元
用于该项目建设，后期经过租金回收等
方式增加项目所在村集体和村民收入。
　　有了新区相关部门和大村镇的鼎
力支持，青岛绿色家园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全力投入到食用菌种业发展产业园
的建设之中。“目前，我们已经与青岛科
技大学和青岛农业大学等高校达成合
作，食用菌种业发展产业园投入使用
后，高校的专业人才将会定期来到园区
进行交流，为食用菌育种提供人才智力
支持。”宋江富说道。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随着“南茶
北引”“南菌北植”，大村镇农民开始自发
种植蘑菇。2004年以来，因以香菇、黑木
耳为主导的食用菌深受消费者青睐，市
场需求巨大，大村镇政府在全镇掀起了
发展食用菌的热潮，通过采取标准化生
产、组织化经营和科技化服务等措施，以
科促农、以科兴农，大力发展食用菌产
业，推动食用菌产业向规模化、精品化、
品牌化方向发展，使“大村蘑菇”成为全
区特色产业新名片、农业农村发展新业
态、突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试验
田”。2022年，全镇食用菌产量达3515吨，
占全区70%。
　　大村镇白马河谷乡村振兴示范片区
位于天台山以西、白马河两侧，山水资源
丰富，开城路、215省道纵横交错，交通便
利。示范片区现有人口2067户、6418人，
耕地面积约1.1万亩，林地面积约3200亩，
辖8个网格村，总面积12平方公里。片区
内山环水绕，林茂田丰，有着发展食用菌
产业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自然资源
优势。
　　为进一步释放片区发展活力，加强
以片带面，辐射带动全域乡村振兴，今年
以来，大村镇深入贯彻落实工委管委关
于壮大食用菌特色产业集群的工作要
求，大力推进白马河谷乡村振兴示范片
区建设，推动食用菌产业升级，构建“菌
棒制作-菌种繁育-工厂化种植-精深加
工-仓储销售-废料还田”一体化产业链
条，有效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带动群众
增收。
　　如今，白马河谷乡村振兴示范片区
涌现出青岛汉森菌业有限公司、青岛绿
色家园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形成集菌菇种植、产品加
工、科研推广、商贸流通、餐饮消费等为
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菇香小镇”
名片愈发闪亮。
　　一朵朵菌菇如同一把把“致富伞”，
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下一步，大村
镇将深入贯彻产业融合发展理念，进一
步完善绿色循环农业产业链，加快构建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同步深挖农业旅游
内涵，实现农业生产和乡村旅游相互促
进、产业发展和生态建设和谐并存，高标
准打造乡村振兴产业融合发展新样板。

　　在青岛绿色家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大
村镇的平菇工厂化栽培示范基地，一筐筐新鲜
采摘的平菇正在装车。在装运车旁边，一排排空
塑料筐整齐排在墙边。“这些空塑料筐都是商贩
提前送到基地的，因为每天出菇数量有限，客户
们都需要排队。”宋江富告诉记者，该基地设有
25个平菇种植车间，每天的产能在7000斤至
10000斤。
　　记者在现场看到，平菇工厂化栽培示范基
地内环境干净整洁、阴凉湿润，一排排菌包被整
齐有序地摆放在高高的架子上。“平菇的种植对
于温度和湿度的要求比较高，传统的平菇种植
受限于这几个因素，夏天很难出菇，而我们的平
菇工厂化栽培示范基地创新研发出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温湿度控制设备，打造出平菇适合生
长的环境，实现了一年四季持续出菇。”宋江富
介绍，利用“隧洞”原理，自主创新研发的环形送
风装置，在降低80％耗能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夏
天栽培平菇需要的“大通风”也就是强供氧与保
持低温环境之间的矛盾。
　　“在平菇工厂化栽培示范基地，不管是温
度、水分还是光照的调节，都实现了自动智能
化，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只要在程序中设定好
各项条件的参数，设备就能实现全自动调节。”
宋江富告诉记者，通过数字赋能，基地真正实现
了集约化、智能化、信息化、工厂化的完美融合。
　　传统菌菇种植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渣
废料，无法出菇的菌包往往就会被遗弃，不仅浪
费资源，还容易污染环境。而在平菇工厂化栽培
示范基地，传统的废料却成为了实现循环经济
的“助推剂”。
　　“基地产生的废菌包通过处理，可以加工成
畜禽养殖饲料，而畜禽产生的粪便则可以通过
生物堆肥的方式制成有机肥料，有机肥料可以
用作农作物绿色种植标准园的养分补给，而绿
色种植农作物产出的秸秆正是制作菌包的材料
之一。通过这一系列操作，真正实现了资源循环
利用和产业融合发展。”宋江富介绍，该项目在
循环利用过程中无“废水、废气、废物”排放，循
环利用率达到100％，“整个项目所产生的效益，
并不是单纯的一加一等于二，通过循环利用，实
现成本优化，项目所有运营板块产生的‘叠加’
效益高出‘相加’效益30％-35％。”
　　据了解，该项目每年可消耗农业废弃物、秸
秆5000余吨，每年为周边种植户增收约400万元。
同时，产出的副产品有效推动了当地养殖业和
种植业的融合发展，促进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带动长期就业160余人，临时性用工8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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