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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园·庆元

□ 通讯员 胡松 陈俊良

本报讯 7 月 29 日上午，国家农业农村部在
北京召开 2019 年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
陈述答辩会， 来自农业农村部以及各遗产地的
领导、专家和学者参加。 庆元县委书记蓝伶俐出
席会议。

会上，来自 9 个省的 12 个中国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地作为候选单位作申报陈述， 申报陈述
的结果将作为农业农村部择优向联合国粮农组
织推荐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SH）的
重要依据之一。

蓝伶俐代表庆元县向专家委员会介绍了浙
江庆元香菇文化系统的概况， 以及申报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以来庆元县各方面工作开展情
况，并用“植根生态、源于自然、共生文化、造福
人类” 十六个字阐述了系统的特征与价值，认
真、详细回答与会领导、专家的提问，得到农业

农村部领导、专家的一致好评。
蓝伶俐介绍，庆元香菇文化系统有着 800 多

年的历史， 是一个独具特色的菇林复合系统；也
是一个生物丰富多样、 生态价值重要的系统；还
是一个技术体系完备，对于食用菌产业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引领作用的系统；更是一个文化底
蕴深厚，有助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
的系统。 庆元香菇文化系统“申遗”对进一步确立
中国的世界香菇起源地位，填补菌类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空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蓝伶俐表示，香菇是庆元人民的骄傲，庆元
县上下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全力以赴申报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下一步将全力办好 2020
年第七届东亚地区农业文化遗产学术研讨会，探
索以农业文化遗产促进乡村振兴的“庆元模式”，
打造世界菌物资源研究中心、世界菌物保存与展
示中心， 让香菇之源在世界舞台上演绎更多精
彩。

“庆元香菇”赴京答辩

冲刺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阅读提示

香菇是庆元人民的骄傲，庆元县上下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全
力以赴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致力于让香菇之源在世界舞台上
演绎更多精彩。

上半年庆元经济运行
稳中有进积极向好

□ 通讯员 谢力 叶德荷

本报讯 眼下正值酷暑， 在庆元县举水乡月
山村云屏山居民宿里， 来自南京的 30 名游客在
此预订了未来三天的住宿。 据统计，上半年，该民
宿营业收入达 20 万元，接待 2000 余人次，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 20%左右。

不仅云屏山居一家，其他民宿的生意也是红
红火火。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庆元县住宿餐饮
业营业额达1.99 亿元，同比增加 11.7%。

今年上半年，全县第三产业（服务业）好于同
期，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
业、 房地产业， 其他服务业等均呈现较快增长态
势，成为庆元县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服务业的贡献
率达到 64.3%，拉动 GDP 增长 5.4 个百分点。

农林牧渔业稳中有进。上半年食用菌生产止跌
回稳，实现产值 16314万元，同比增长 1.9%；竹木采
运基本持平， 实现产值达到 9154 万元， 同比增长
0.4%；生猪生产快速发展，引进科诚生态养殖公司，
促使上半年生猪存栏和出栏猛增，上半年生猪存栏
2.96 万头，同比增长 139%，生猪出栏 0.95 万头，同
比增长 46%。

工业生产进中向好。 1-6 月，庆元县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 增速超出全省平均
水平 2.8 个百分点。 分行业看，电力生产和供应
业快速发展，同比增长 25%，农副食品加工业平
稳发展，同比增长 8.3%；竹木加工业发展势头放
缓，同比增长 7.7%；铅笔制造业增速下滑，同比
下降 1.5%。

据庆元县统计局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庆
元县地区生产总值（GDP）35.54 亿元，可比增长
8.5%，增速位居全市第六位。分行业来看，第一产
业增加值 2.87 亿元，增长 2.4%；第二产业增加值
13.38 亿元，增长 6.7%；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
值 19.29 亿元， 增长 11%。 三次产业比为 8.1：
37.6：54.3。

降成本 提效率 增效益

“机器换人”助力食用菌产业转型升级
□ 通讯员 吴继峰 朱星考

本报讯“基地里有 6 台可装载 128 块香菇
筛子的新型烘干机， 比过去传统烘干设备的效
率提升了数倍，一天就能烘出 2000 多斤干菇。 ”
日前，在庆元县屏都街道宏鹏家庭农场里，负责
人胡惟鹏高兴地说，农场占地百余亩，年产香菇
100 万棒，机械化烘干设备配备的投入，提高了
生产效率、节约了人力成本。

食用菌产业是庆元县的传统产业和支柱产
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 1/3。 随着城镇
化发展的加快、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食用菌产
业发展面临着从业人员年龄老化、劳动力缺乏、
种植比较效益下降等诸多问题。

对此，庆元县通过实施“机器换人”推广菌
棒工厂化生产，推进食用菌产业转型升级，有效
促进菇农增收、菇业增效。 截至目前，全县建成
菌棒工厂化生产项目 76 个，实现了菌棒工厂化
生产庆元县域覆盖。

拌料、装料、扎袋是菌棒生产的重要环节，

且劳动强度大。 通过示范推广，庆元县已成功将
流水线作业模式引入菌棒袋拌料工序。

高川源食用菌基地的菌棒袋拌料工序于
2014 年实现流水线作业模式，扎口环节则在 2018
年进行了技术升级。 基地负责人叶高算了一笔
账：去年降低人工费约 10 万元，除了为基地生产
菌棒 40 万段外， 还生产了 60 万段菌棒对外销
售，总产值达 330 万元。

“通过推广菌棒工厂化生产，庆元菇农户均
产量从 2012 年的 1.3 万袋增加至 2018 年的 2.8
万袋，极大提高了食用菌生产能力。 2018 年，全县
干菇产量 6498.5 吨， 香菇市场交易量 4.3 万吨、
交易额 25.96 亿元。”庆元县食用菌管理局副局长
叶晓星表示， 菌棒工厂化生产实现了“机器换
人”，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提升了菌棒质量，还
降低了劳动强度和生产成本、 减少了资源浪费、
促进了菇业增效和菇农增收，“庆元县将继续加
大食用菌生产设备研发、推广力度，加快推进食
用菌生产机械化进程，深化食用菌全产业链转型
升级。 ”

� � � � “地理标志精准扶贫西部宣讲
团”（贵州站）宣讲活动开讲

庆元作为全省唯一受邀县
参加宣讲活动
□ 通讯员 吴慧珍

本报讯 7 月 22 日，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举办
的“地理标志精准扶贫西部宣讲团”（贵州站）宣
讲活动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庆元县作为全省唯
一受邀请县参加宣讲活动，围绕培育“庆元香菇”
地理标志的主要做法、“庆元香菇”地理标志助推
精准扶贫的转换路径、地理标志助推精准扶贫的
经验启示等方面开展宣讲。

2002 年，“庆元香菇” 入选国家原产地域保护
产品， 成为我国最早获得国家原产地域保护的食
用菌地域品牌。 据统计，目前庆元县共有食用菌加
工企业 160 多家，其中规模企业 9 家，从业人员 7
万多人；33 家企业及合作社登记使用“庆元香菇”
公共商标，2018 年总产值达 35.5 亿元， 全县食用
菌生产量 1.15 亿袋，其中香菇 7560 万袋，黑木耳
1420 万袋，灰树花 1570 万袋，其他食用菌 950 万
袋，共带动农户 4190 户，户均年栽培规模从 2012
年的 1.3 万袋增加至 2018 年的 2.8 万袋。 2018 年
底，菇农人均增收 2.6 万元，不仅有效助力地方经
济和扶贫工作再上新台阶， 在地理标志产品推进
精准扶贫、 助力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等方面更是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庆庆元元菇菇农农在在展展示示剁剁花花法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