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市优秀共产党员、青岛绿色家园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江富———

菌菇种出大名堂，带领乡亲奔共富

□本报记者 梁玉鹏

　　1999年12月，从
军三年的宋江富光荣
退伍。在完成了自己参
军入伍的青春梦想后，
宋江富饮水思源不忘
乡恩，下定决心回老家
大村镇，带领乡亲们共
同致富。投身乡村振兴
二十多年，宋江富组建
了新区农产品流通协
会，建设运营食用菌数
字化工厂，开创了家乡
工厂化食用菌生产的
先河……他坚守初心，
默默耕耘，为家乡发展
不断贡献着自己的力
量。2024年6月，现为青
岛市黄岛区农产品流
通协会会长、青岛中德
绿色家园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青岛绿
色家园生物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宋
江富获评青岛市优秀
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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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名党员都是一面旗帜，没有
组织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我要努
力成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践行
者、排头兵。”宋江富始终牢记初心使
命，积极响应当地政府号召，勇于担当
社会责任，参与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
多次参与镇域帮扶，共计捐款捐物价
值100余万元。
　　同时，宋江富还积极为有劳动能
力的困难家庭提供就业岗位并进行技
能培训。“既要让他们的口袋富起来，
也要让他们的脑袋‘富’起来，让他们
充分感受到国家温暖和社会关心。”宋
江富说。
　　“一个人富起来了不叫富，父老乡
亲共同富起来才叫真的富。通过产业
带动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义不容辞的担当和使命！”宋江富
始终恪守自己的创业诺言，他打造的
绿色家园循环产业链在产业发展和公
司运营过程中，每年消耗农业废弃物、
秸秆15000余吨，在提升环境、变废为
宝的同时，还可为周边种植户增收
1200万元；通过“托管代养”合作模式
使肉牛养殖户与农民合作，不仅零风
险，而且保证了10%至15%的年收益率，
每年带动农民增收75万余元；实施订
单农业与第三方外包方式，可辐射种
植面积5000余亩，种养殖户300余户，
年产值6500余万元，同比增收12%至
15%；促进村民家门口就业，带动长期
就业160余人，临时性用工700到800人。

　　2017年，宋江富组织和联合部分
农业企业成立西海岸新区农产品流通
协会，针对当时农业领域普遍存在的
各种销售乱象，形成系统的“以销促
产”农业从业理念定位，使越来越多的
农业从业者投资更加理性、方向更加
明确、技术更加专业、产销紧密契合、
效益更有保障。
　　在大村镇政府和协会会员单位全
力支持下，宋江富还建成了新区第一
家4.0功能型农业农交中心——— 大村镇
4.0功能型农业农交中心，以观念创新、
服务创新、技术创新的三大创新模式
为运营基础，打破传统农产品交易方
式，让以产促销、订单农业和错季销售
有效结合。该项目于2018年被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评定为国家级服务业
标准化项目，于2019年被农业农村部
评定为数字农业农村新技术新模式优
秀项目，现已入驻企业55家、年交易额
近2亿元，大大促进了产业升级和发
展，有效提高了农民收入。
　　宋江富告诉记者，为了补齐产业
链发展短板，去年，青岛绿色家园食用
菌种业发展产业园开工建设，该项目
共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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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以研发和引
进食用菌新品种、优化和改良常规品
种为发展主题，积极发展和充分利用
数字农业新模式，为新区乃至全国食
用菌产业的健康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宋江富退伍回乡后，凭借着敏锐的市
场洞察力，于2006年创办了原胶南市第一
家劳务派遣公司——— 青岛智达劳务服务
有限公司。依靠科学的领导、优良的服务
和良好的信誉，为各大企业输送和解决就
业劳动力18余万人，实现税收数百万元，
同时也为区域劳务派遣行业发展提供了
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和模式。
　　2011年，在大村镇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宋江富创办了青岛绿色家园生物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率先建成青岛首家工厂化
杏鲍菇生产企业，在全国率先实现平菇的
工厂化栽培，有效带动周边产业升级，促
进了数字农业发展。同时，他创新发展思
路，大力发展生态循环绿色农业，通过农
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了“无废水、无废气、
无 废 物 ”的 三 无 排 放 ，循 环 利 用 率 达
100%，并使循环的叠加效益高于相加效
益25%至30%。
　　为了让家乡父老乡亲切切实实得到
实惠，自2013年以来，宋江富积极探索产
业结构优化和产业链条延伸，把小小菌菇
做大做强、做出名堂，让村民在家门口就
业、增收。通过科学经营，打造了一条集食
用菌工厂化栽培、畜禽养殖、有机肥生产、
绿色有机种植、农产品交易、农产品加工、
科技研发等于一体的科学高效、生态循环
产业链，建立起“企业＋基地＋农户”的生
产模式，搭建起企业与农户之间的信息共
享、产业共建、利益共赢的合作机制，形成

“以企业带动基地发展，以基地发展带动
农户增收”的良好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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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敢为人先
矢志报效家乡

坚持创新理念
促进产业振兴

心怀“国之大者”
扛牢党员担当

（上接第一版）经略海洋大文章，努力
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打头阵、当
先锋”。
　　要培育壮大海洋新质生产力。科
技创新是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核心动力。要坚定不移把科技创新摆
在核心位置，以更大力度推进科技创
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中
国科学院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中国
海工院等海洋科技创新平台集聚优
势，加快打造面向世界前沿的海洋科
学城。持续壮大深远海养殖、船舶海

工、海洋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集群，培
育海洋新材料、海洋新能源等新兴产
业，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建设海洋
经济发展引领区。
　　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
因港而生、凭港而兴，港口是打造现
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的核心战略资
源。山东港口青岛港链接18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去年货物、
集装箱吞吐量分别居全球第四位、第
五位，航线密度位居中国北方港口首
位。要深化港产城融合，大力发展航

运金融、船舶交易、海事仲裁等高端
航运服务业，推动前湾港、董家口港
向枢纽港、贸易港、金融港、智慧港升
级。特别要做大做强临港产业，积极
向上争取，在董家口建设国家大宗商
品储运基地，推动设立董家口综合保
税区；统筹全区资源精准招商，在董
家口布局临港加工项目，推动临港经
济高质量发展。
　　要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海洋
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
展。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

全球海洋治理指明了前进方向。要高
质量运营“海洋十年”国际合作中心，
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高水平举办
海洋合作发展论坛，打造海洋领域重
大国际交流合作高能级平台，为全球
海洋治理贡献新区智慧。
　　经略海洋、向海图强。新征程上，让
我们充分发挥海洋特色优势，以科技创
新引领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构建，在海洋
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打头阵、当先锋”，
加快建设海洋经济发展引领区，谱写海
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