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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寿宁以“一村一工厂、一

户一车间” 模式打造有机珍稀食

用菌全产业链， 带动群众增收共

富——— “中国花菇之乡” 的新

“菇”事。

连日来，在福建寿宁县清源镇

叶洋铺村，省、市重点项目寿宁县

食用菌全产业链发展项目（一期）

建设正酣，工人在各自点位紧张施

工，力争在年底前完成建设任务。

而在南阳镇坝头村的有机珍

稀食用菌现代工厂化周年化产业

基地，农户悉心种植的银耳、红托

竹荪、赤松茸等食用菌长势良好，

散发阵阵菌香。

以重大项目为突破口， 推进

食用菌全产业链实现跨越发展；

以“一村一工厂、一户一车间”模

式为着力点， 促进农村群众增收

共富。 当前，一个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之变正在寿宁展开。

寿宁是闽东食用菌产业的发

源地之一，素有“中国花菇之乡”

的美誉。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

纪初，该县大力发展大农业，形成

“半县花菇半县茶” 的产业格局，

花菇种植业成为农民的重要经济

来源。

进入新时代，寿宁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 因地制宜走好具有闽

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把食用

菌产业列入“1+4”特色产业战略

布局， 成立食用菌产业发展领导

小组和产业专班，出台《寿宁县食用

菌产业试点工作方案》，积极构建良

好产业发展环境， 传统农业向现代

农业转型机遇随之而来。

2022 年，寿宁引进食用菌行业

龙头企业———福建菌丰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 与县属国企合作建设有机

珍稀食用菌现代工厂化周年化产业

基地项目，总投资 19.3 亿元 ，占地

1200 亩，分五期建设，全面达产后

年产值约 60 亿元。

自项目规划伊始， 寿宁就确立

了打造规模化、区域化、产业化现代

农业产业集群的思路。目前，正在重

点建设的寿宁县食用菌全产业链发

展项目（一期）集菌棒生产、周年化

育菇基地、精深加工生产线、技术研

发、宣传展示于一体，是对食用菌传

统生产模式的一大革新。

在龙头企业和重大项目的引领

下，寿宁试点建设村级生产基地，按

照统一规划、统一供菌、统一技术、

统一管理、统一品牌、统一收购的要

求，在全县重点村布局建设一批“一

村一工厂、一户一车间”标准化食用

菌生产基地，并逐步向全县推广。

管理是食用菌生产的中间环

节，劳动密集、操作技术简单，可以

放开交给农户，而这正是“一户一车

间”模式的题中之义。寿宁通过创新

“企业（基地）+ 村集体 + 合作社 +

农户”经营模式，鼓励农户和村集体

通过务工、管理、投资三种方式参与

食用菌基地生产经营。

坝头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

任张高宋向记者算了笔细账：“参与

务工，每人管理一个生产车间，每月

工资 3000 元， 年收入 3.6 万元；参

与管理，每月工资 4000 元 ，叠加增

产提成，年收入 6.1 万元以上；参与

投资， 收入扣除成本后所得均属农

户，年收入可达 10 万元以上。 ”

“搞农业风险大，把原料、技术、

市场的疑虑都消除了， 农民参与生

产活动的意愿自然就高了。 ”下党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明秀说，

看到技术有保障、产品有销路，群众

种菇热情高涨， 仅下党基地就可带

动 70 多户农户。

目前，下党 、水洋、坝头等生产

基地已全面投入运营， 建设有机银

耳、 茶树菇等育菇标准生产车间

130 多间以及配套烘干车间、冷库、

初加工车间、包装车间、网络直播间

等，全面达产后年产值可超 1 亿元，

带动村集体增收 40 万元以上，解决

就业岗位 500 多个。

寿宁县相关负责人表示， 乡村

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让

农民的生活更美好， 通过做大做强

有机珍稀食用菌产业，推动人才、资

金、技术等要素向农村聚合流动，探

索拓展增收渠道、 促进共同富裕的

实现路径， 寿宁为推进乡村产业振

兴提供了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 。

（龚键荣 吴苏梅）

陕西留坝：

“晒秋”晒出好年景

10

月

2

日，梭椤村干部群众在晒场上用

玉米和辣椒摆放出“秦岭最美晒场” 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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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五谷飘香。 10 月 2 日，在陕西

省汉中市留坝县江口镇，火红的辣椒、金黄的

玉米、 橘黄的南瓜……吸引游客前来拍照打

卡。 从高处俯瞰，红黄交替的图案映衬着青山

绿水，鲜艳的“大地色彩”渲染着村庄最美的

秋色。

“以前，家里收了苞谷就在院子里晒。 今

年，村里在我家打造了一个‘晒秋’打卡点，很

多村民和游客都来拍照哩！ ”铁矿村村民汪代

文笑着说。

铁矿村党支部书记陈良明介绍，“晒秋”

景观主要围绕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汪代文家的小院地处公

路附近，是一个展示秋收之景的好地方。 村上

对小院进行精心布置，以闲置竹板房为背景，

以辣椒、玉米、南瓜等农作物为装饰品，在玉

米秆和稻秆组合成的“稻草屋”挂上南瓜灯，

在竹制的晾晒架上摆放十几个圆形簸箕并装

满农特产品，打造“晒秋”景观，既“晒”出了农

俗文化，也“晒”出了和美乡村建设画卷。

在江口镇另一处“晒秋”场，也“晒”着丰

收的喜悦。 该镇梭椤村的干部群众用辣椒、玉

米等农作物摆出“秦岭最美晒场”“庆丰收、促

和美”等字样，表达了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之情。“梭椤村是一个传统村落，‘晒秋’晒的不

仅是农作物，也是农耕文化和乡愁。 ”梭椤村党

支部书记张秋菊介绍，在打造梭椤村晾晒场景

观的过程中， 许多村民主动将自家的玉米、辣

椒拿来晾晒。“这创意好！ 村民一起晒秋，有说

有笑，非常开心。 ”村民仲伟霞高兴地说。

在梭椤村，不少村民在自家小院将玉米、

辣椒串起，或挂在屋檐下，或用圆形簸箕盛装

放在竹架上，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刘慧 刘康）

“蘑菇小镇”活力足

周末，上海金山区廊下镇的“蘑菇小镇”

迎来了一批批游客， 上海联中食用菌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丁文峰忙得不可开交。“一到节假

日，我们蘑菇生产基地的参观就会排满，每天

要接待上千名游客。 ”

从传统草棚到工厂化菇房， 近年来联中

合作社不断发展壮大， 去年年产双孢菇 2 万

吨，吸纳从业人员 600 余人。“我们的产业能

不断做大，跟金融支持密不可分。 ”丁文峰感

叹。 近日，合作社又获得了邮储银行上海金山

区支行一笔贷款，可以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

“我们精准把握客户需求，并提供陪伴式

服务。 ”邮储银行上海金山区支行客户经理曹

斌说，2019 年底他了解到， 联中合作社因扩

大经营规模面临流动资金压力， 他迅速为合

作社申请到 1000 万元贷款。 截至目前，该行

共为联中合作社发放 5 次贷款 ， 总金额达

3900 万元 ，助力合作社营业收入 4 年实现

翻番。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 小蘑菇撑开“致富

伞”。 各金融机构主动服务，累计为“蘑菇小

镇”发放贷款超 2 亿元。 目前，小镇吸引了近

30 家食用菌企业落户， 还开发了一系列蘑菇

主题旅游线路， 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 去年

“蘑菇小镇”蘑菇产业产值达 2.35 亿元，亩均

产值达到 200 万元，入选上海市特色小镇。 廊

下镇跻身首批国家农业产业强镇， 还在进博

会上亮相。

（据《人民日报 》）

山西静乐

满眼生机处处新

山西省静乐县又称鹅城。 国

庆期间来到这里， 一座座干净整

洁的农家小院焕然一新， 庭院经

济风生水起， 一条条宽阔的公路

蜿蜒于山水间， 农文旅产业欣欣

向荣，满眼尽是生机与活力……

程子坪， 昔日山洼里的一个

小山村， 现在一跃成为全县集文

旅康养和产业集群发展于一体的

综合乡村旅游示范村。

在养鸡场的监控室里，到村

工作的大学生村官石景山指着

一块块屏幕介绍起来：“看，这是

年孵化

60

万羽的孵化出雏舍 ，

那是年育雏

20

万羽的育雏室。 ”

画面中，养鸡场的工人有序地将

皮带传送过来的一枚枚鸡蛋捡

拾到托盘里，另一屏幕里，散养

基地里的蛋鸡正悠闲地“踱着

步” ……除了养鸡场， 现在村里

还建有蔬菜大棚

26

座， 生态鱼

池

11

个，杏、山楂、西梅、海棠等

经济林

200

亩，还有国家甲级民

宿

6

个，整村乡村旅游发展格局

初步形成。

静乐县项目推进中心主任刘

柏青说，今年以来，静乐县以学习践

行“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因地制

宜、分类建设，投入资金

1

亿元，在

汾河流域“一廊两岸”集中打造

2

个

精品示范村和

19

个提档升级村，重

点实施

72

个“千万工程” 示范项

目。 示范项目围绕八大产业， 可带

动

1.3

万农户户均增收

1500

元以

上，所有行政村实现村集体增收

10

万元。

行走在静乐，随时能够穿越时

空， 感受红色革命历史的岁月。 举

世瞩目的百团大战曾在静乐县康家

会打响第一枪，毛主席亲笔题词“死

难烈士万岁”“四八”烈士纪念碑矗

立在汾河南岸， 这里更有革命先驱

高君宇与石评梅的爱情故事。

而今，静乐县立足“生态静乐”

“康养静乐”“山水静乐” 的环境优

势和“百里汾河川，太原后花园”的

地理优势，坚定走文旅与生态、农业

融合发展之

路， 勠力

奋进， 获得了

“全国文明城市 ”“中国藜麦之乡”

“中国最美特色旅游目的地”“中国

天然氧吧 ”“中国森林养生基地”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等称号。

与此同时 ，静乐县攥紧“种子

芯片 ”，在培育了“静藜号 ”藜麦系

列品种、 建成拥有全球

3200

份藜

麦种质资源的基因库后，去年“忻谷

33

号”谷子新品种悄然落户汾河南

岸的鹅城镇北门村。

“忻谷

33

号”持有人是山西瑞

发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

10

月

2

日，经专家现场测产计算，示范田折

合亩产量

618.3

公斤。 董事长刘文

斐激动地说：“这样的产量远超常规

品种亩产六七百斤的水平， 为农民

增收拓出了一条新路。 ”

走进瑞发祥杂交谷试验基地，

高大的父本和低矮的母本相依相

偎。 这里也是公司“北育”基地的核

心，占地

1000

亩。 在基地不远处，

就是总投资

2000

万元的种子加工

厂，设计年生产种子

1.2

万吨，可满

足

2300

万亩杂交谷种供应， 产值

18

亿余元。

“忻谷

33

号”项目仅是静乐现

代农业产业示范区“五朵金花”之

一。去年以来，静乐现代农业产业示

范区捷报频传， 晋峡新能源、 华启

顺、华青藜麦、晋通能源集团等企业

相继入驻， 成功注册了

2

个外资企

业，安华生物降解膜出口印度，稼祺

藜麦粉首次出口法国，静乐莜面、豆

面通过跨境电商出口加拿大， 黄粉

虫产品出口美国。

核心区企业入驻、引用外资、出

口创汇、装备制造、育种制种

5

项工

作均实现“零” 的突破。 静乐县县

长， 静乐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党工

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居清平总结说：

“而今老区不再是山高路远、偏僻闭

塞的‘代名词’，而是特色产业蓬勃

兴起， 在振兴发展道路上砥砺前行

的排头兵和生力军。 ”

（王利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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