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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特产”有了“科技范” 河南乡村特色产业探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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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既能体验采摘乐趣，又能品尝新鲜美味菌类的好去处———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山泉镇花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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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幸福桃乡科

技有限公司食用菌试种基地。 一片百余亩的桃林里，不仅在春日里绽放灼灼繁花、夏秋时节结出累累硕果，还在桃树的休

眠期孕育出了别样的生机———灵芝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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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草

桃树下长“灵芝”？

龙泉山这种菌子放心摘，可以吃

寒冬腊月里，一团团、一簇簇灵芝

菇冲破土壤、长满菇床，肥满硕大、长势

喜人，犹如一株株奇特的“仙草灵芝”，

凑近一闻，浓郁的菌菇香扑面而来。

桃林冬藏“金”

菌菇破土生

“除了能产出优质的水蜜桃，这片土

地还有更多、更大的潜力等待挖掘！ ”成

都市幸福桃乡科技有限公司食用菌试

种基地负责人曾鸣说，多年来，他一直

以种植桃树为主业，但并不满足于传统

种植模式的曾鸣，经过深入调研和反复

试验，决定在桃树休眠期“做文章”。 如

今，在这片桃林下，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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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多土地种

上了灵芝菇。 当冬日的桃林略显寂静

时，灵芝菇却在悄悄地破土而出，焕发

出勃勃生机。

灵芝菇宛如一把把撑起的小伞，菌

盖边缘呈波形皱褶， 色泽温润如玉，从

深棕色到浅褐色的纹理自然分布。 灵芝

菇不仅外形美观，更有着丰富的营养价

值。 其口感脆嫩爽滑，无论是清炒后品

尝那原汁原味的鲜美，还是煲汤时融入

汤中的醇厚滋味，都能瞬间征服食客的

味蕾，让人回味无穷。

“灵芝菇在温度和湿度适宜的情况

下，全年可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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茬。 目前，在桃林下

种植的灵芝菇每亩的产量为

1

万斤至

1

万

5

千斤。 ”曾鸣介绍，这种“桃菇共生”

的模式， 不仅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还

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桃树的落叶为

灵芝菇提供了天然的有机肥料，而灵芝

菇的生长也改善了土壤结构，促进桃树

的生长，形成了一种绿色、可持续的农

业生态系统。

产业促就业

村民共致富

随着灵芝菇产业的逐步壮大，基地

也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

目前， 基地聘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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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名周边村民参

与到桃树的修剪以及灵芝菇的种植、管

理和采摘等工作中。

“离家近，可以照顾家庭，工资也不

低，每月工资

4000-6000

元。 ”王远芳

是山泉镇花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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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村民， 她忙碌在

菇棚之间，从种植菌棒 、调控棚内的温

湿度，到灵芝菇的采摘、分拣和包装，每

一个环节都认真负责。 同时，她还参与

销售，从中还可以获得额外提成。“以往

农闲时只能在家中无事可做，如今在自

家门口就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获得

一份可观的收入，很满足！ ”王远芳说。

这份工作不仅增加了周边村民的经

济收入， 还让他们学到了新的农业技术

知识，提升了自身的价值感和幸福感。 在

曾鸣看来， 产业的发展不仅仅是为了追

求经济效益， 更是为了带动乡亲们共同

富裕，一起实现乡村振兴的幸福梦。

销售多元化

菇香飘万家

“灵芝菇还有没有？ 再帮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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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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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 ！ ”“要得 ， 还是送到之前那个位置

哇？ ”此间，同样在基地工作的村民叶大

哥就接到了好几通订购电话， 他说，因

为灵芝菇的味道好，所以回购的顾客也

特别多。 他笑着说：“为了方便顾客，如

果他们没时间来取货，我们也可以送货

上门。 ”

在农产品销售策略上，幸福桃乡科

技有限公司食用菌试种基地采取了多

管齐下的方式， 成功打开了市场的大

门。 一方面，积极与凤栖东山、东风川菜

馆等各类餐饮酒店、农家乐建立合作关

系，进行配送服务 ，确保新鲜优质的灵

芝菇能够直接供应到餐饮终端。 另一方

面，发动工作人员以及周边村民成为灵

芝菇的销售员 ，由基地负责供货 ，根据

销售业绩发放提成，充分调动了大家的

积极性，拓宽了销售渠道。 此外，为了满

足市民的参与感和体验感，基地还特别

推出了采摘活动 ， 让市民亲身走进农

田 ， 体验采摘 的 乐 趣 ， 采 摘 价 格 为

10-12

元每斤，进一步提升了灵芝菇的

销售活力和品牌影响力。

近年来，龙泉驿区始终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加大护林

力度，改善生态环境，坚持牢牢守住发展

和生态两条底线。在全力推动龙泉山城市

森林公园建设， 持续推进增绿增景的同

时， 龙泉驿区进一步探索林下空间利用，

充分发挥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库”的

作用，将林下作物种植与储备林建设有机

结合，依托现有林地资源，因地制宜大力

发展林下产业，开展“林下蔬菜”“林下中

药材”等项目，将改善生态环境与发展绿

色生产力相结合，让良好生态释放出无穷

的经济价值， 源源不断创造综合效益，实

现产业兴旺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邓璐 王景）

在资源富饶的中原大地上，丹参、

柴胡、蕙兰等“土特产”如同璀璨明珠

散落其间。 如今， 科技正为这些河南

“土特产”披上新衣 ，当地乡村特色产

业发展也因此走出一条新路。

深冬时节，成片的叶岭村丹参田被

层峦环抱， 一排排盖着越冬地膜的田

垄整齐划一， 在夕阳照耀下镀上一层

银色。 据统计， 河南省嵩县有中药材

1300

余种，被誉为“中药宝库 ”，丹参

便是其中一种。

“这里种植的丹参品相好，丹参酮

含量高，深受市场欢迎。 ”嵩县叶岭村

党支部书记董广聚说，近年来，在丹参

种植中， 科学化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

显，成为推动丹参品质提升的关键。

环境智能监控、水肥智能决策……

据了解， 当地通过采用科学化的种植

方法，能有效监测丹参的生长环境、营

养供给和病虫害防治， 从而确保丹参

的健康生长和品质。 为了“物尽其用”，

当地还对原本被视为废弃物的丹参叶

进行深度开发， 通过提取技术从丹参

叶中提取出有价值的成分， 进一步延

长产业链 ，增加产业附加值。

为做大做强丹参产业，嵩县还将叶

岭村周边乡镇和行政村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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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土地

进行整合，通过强村带动弱村，共同打

造全国最大的丹参种植基地。“过去，

农民一亩地收入不到

500

元。 在科学

化统一种植管理下， 丹参种植效益有

了明显提升， 如今一亩地能增收

2300

元以上。 ”董广聚说。

在嵩县 ，柴胡 、皂刺 、黄精 、连翘 、

山茱萸等众多土特产在科技赋能下，

焕发新活力。 以柴胡为例，在河南省科

学院中原药谷科创园， 科研团队正在

培育一种柴胡新品种。 该品种能优化

药材的遗传特性，提高有效成分含量，

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和适应性， 从而减

少其对化学农药和肥料的依赖， 实现

绿色可持续发展。

从育苗种植、采收，到加工和深度利

用， 农业生产各环节正走上标准化发展

道路。“标准化种植是确保农产品质量的

关键。 ”河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董诚

明说， 当前其所在的科研团队的工作重

心之一就是制定种植标准， 包括种苗选

择标准、种植规划标准等。 有了标准的制

定，“土特产” 的规模化种植就有了有力

的支撑。

在洛阳市栾川县， 当地的蕙兰花有

上百年的种植传统。 然而，过去多是一家

一户单打独斗，宛如散沙，不成规模。 为

了推动产业集约发展， 栾川县建立了蕙

兰产业园。 随着产业园落地，栾川蕙兰产

业的规模化和标准化种植从愿景成为

现实。

科学知识在当地蕙兰产业发展中同

样起着重要作用。 据了解， 在自然状态

下，蕙兰开花需要幼苗生长

3

到

5

年，育

种周期长。 科研人员通过特定浓度的化

学药剂诱导蕙兰提前开花， 将开花时间

缩短至

3

到

5

个月。

为了更好呵护蕙兰花成长， 当地还

设立“技能培训日”，每月定期教授百姓

如何科学种蕙兰、如何防治病虫害等。 栾

川县合峪镇党委副书记闫辉表示， 有了

知识和经验积累， 老百姓种蕙兰更得心

应手，对蕙兰产业长期发展也更有信心。

有了科技和好产品加持，面向市场，

更重要的是要扩大品牌效应。 目前，栾川

县正打造“栾川印象”品牌，通过多渠道

积极推广高山玉米、 食用菌等

150

余款

当地优质土特产。 同时，栾川还结合当地

老君山旅游资源，进一步发展民宿集群。

“现在百姓们一边经营着民宿，一边

种植着有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农产品，

并将这些农产品售给游客， 让绿色健康

的本地特产走上国人餐桌。 ”栾川县农业

农村局副局长卫伊峰说，在“栾川印象 ”

品牌的带动下， 土特产已成为农民增收

的重要来源， 为栾川的乡村振兴注入了

新活力。

（刘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