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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城事·社区

阅读提示

李芳芳说：“能为家乡农特产业的发展作贡献，带领村
民增收，我感觉很幸福。”

□ 记者 俞文斌 通讯员 朱栩栩

李芳芳是浙江万成食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她在大学

毕业后回到山城庆元，从事农特产品加工销售，不仅协

助父亲建立标准化香菇生产线，将庆元香菇卖向高端商

超，还带领团队攻克锥栗加工保存技术，使庆元锥栗年

产值从 2000万元提升到 6000万元。

李芳芳说：“我想像父亲一样把家乡特产推广到全

国各地，帮助庆元农户增收。”

不愿留在大城市
回到家乡干车间小工

日前，记者在位于庆元工业园区的浙江万成食品有

限公司见到李芳芳时，她身穿笔挺的西装，正干练大方

地向客户介绍公司的锥栗。

李芳芳的父亲李成武是庆元有名的菌行业产销大

户。他 1990年开始从事食用菌行业，白手起家，创办了

浙江万成食业有限公司。事业有起色后，李成武又牵头

成立“庆元县天堂山锥栗专业合作社”，将公司资源共享

给农户，帮助农户增收。

李芳芳从小看着父亲和农户打交道，在父亲的熏陶

下，对庆元农特产品有着特殊的感情。“庆元是‘中国生

态环境第一县’，人工香菇栽培发源地，庆元香菇、锥栗

品质都非常好。”李芳芳说，她从事庆元农特产品加工行

业，就是受到父亲的影响。

深知创业艰辛，李成武不舍得女儿再走自己的路，

他原本想让女儿学习金融、法律等热门专业，长大了留

在大城市。但是，填报大学志愿时，李芳芳还是选择了

浙江农林大学农林相关专业。李芳芳对父亲说：“我想

和你一起把庆元的农特产品做强，卖出更好的价格。”

2010年大学毕业后，李芳芳兑现了承诺，没有留在

大城市，而是回到庆元和父亲一起从事香菇加工。

那时候，李成武的公司还是以简单的作坊式加工为

主，工作环境简陋。李芳芳成了父亲生产车间里的一名

普通小工。

建设标准化生产线
让自家的香菇走进商超

“从底层做起，基础才扎实。”李成武要求李芳芳从

最基础的岗位做起，下菇棚、进车间甚至搬运货物等一

个环节都不能少。

李芳芳白天工作晚上总结学习，仅用半个多月时

间，就熟悉了香菇生产、经营的各个流程。

在工作过程中，李芳芳发现作坊式加工方式存在的

问题——经营粗放、工序简单，加工出来的香菇品质不

稳定，只能在农贸市场上低价销售，产品附加值低。利

用大学学到的知识，她大胆地向父亲提出建设标准化生

产工厂的建议。

李芳芳的一番讲述，很快让李成武看到了女儿的成

长，也看到公司变革的希望，下定决心谋划建设新工厂。

父女齐心，其利断金。父女两人说干就干，制定实

施方案、请教专家、优化方案……两人日夜加班，一份现

代化、标准化的香菇工厂建设的规划很快出炉。2012年

7月，浙江万成食业有限公司新大楼正式落成，一条条高

效、有序的香菇生产线正式投入使用。

“标准化流水线加工的香菇不仅包装更加精美，而

且品质也更加稳定有保障。”李芳芳告诉记者，新产品推

出后，让公司原来仅能在农贸市场上低价销售的庆元香

菇，成批量走入高端商场超市，卖出了更好的价格。

攻克难关
“土疙瘩”成为致富“黄金果”

相比香菇，李芳芳更关注的是“锥栗”。

“庆元锥栗主要生长在东部高海拔的村庄，是村中

留守老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李芳芳介绍，锥栗不仅味道

和品质都比普通板栗更胜一筹，而且营养也非常丰富。

然而，锥栗保存难一直制约着庆元锥栗产业发展。

因为不容易保存，销售时间短，每到成熟季节，庆元锥栗

就会扎堆上市，销售价格十分低廉。最便宜的时候，锥栗

采收去掉果皮后只能卖到两元钱一斤，和土豆一个价格。

“种锥栗还不如种土豆，土豆还能保存更长时间。”

一时间锥栗成了村民眼中的“土疙瘩”，很多农户甚至把

锥栗树砍了当柴火。几年时间，庆元锥栗种植面积从最

多时候的 6万亩，减少到 4万亩，到了 2010年，仅剩下 2
万多亩。

了解到锥栗产业发展的问题后，李芳芳与浙江农林大

学合作，研究锥栗保鲜仓储技术、深加工技术。经过5年不

断攻克各项难题，项目成功突破了锥栗保鲜技术和脱壳去

衣的技术，使锥栗在一年内能保持90%以上的鲜果率。

如今，在李芳芳的工厂里，一颗颗从农户家收购的

庆元锥栗经过脱壳加工包装后，实现了开袋即食，全年

销售。

栗价稳定，也保障了栗农的增收。原本 2元一斤的

“土疙瘩”摇身一变，成了十几元一斤的“黄金果”。新技

术一下激活了庆元锥栗产业，种植面积逐年恢复。农户

的受益也更加可观，有许多留守老人一年单靠锥栗就增

收十多万元。

李芳芳还和团队一起探索锥栗高产栽培技术，深入

林间山头对栗农进行指导，改善栗园不规范、种植密度

不合理、病虫害防治等问题，带动栗农种植积极性。

“能为家乡农特产业的发展作贡献，带领村民增收，

我感觉很幸福。”李芳芳说，如今丽水正大力开展青年发

展型城市建设，给青年发展提供了更多机会，她会用实

际行动，作出更好成绩，作出更多贡献。

□ 记者 董陈磊 通讯员 游冰琳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市商务局了

解到，丽水山播“共富工坊”申报工作已

经启动。各类主体可于 10 月 30 日前，

向所在乡镇或县（市、区）商务主管部门

提出申请。

根据《丽水市商务局关于推进丽水

山播“共富工坊”建设的工作方案》的通

知，我市将融合电商人才、货品、服务体

系、政策等资源优势，按照“规范一个、

评估一个、挂牌一个”的工作步骤，推进

丽水山播“共富工坊”建设。2022年底，

全市计划打造 70 个丽水山播“共富工

坊”，其中示范级工坊 32个；2023年底全

市计划累计打造 105 个丽水山播“共富

工坊”，其中示范级工坊 53 个；2024 年

底，全市计划累计打造 145 个丽水山播

“共富工坊”，其中示范级工坊 95个，基

本实现全市乡镇全覆盖。

丽水山播“共富工坊”建设主要分

为乡村守护类、城乡融合类和集聚发展

类三种类型。乡村守护类指办公地点

设在乡村，以直播等电商形式销售农副

产品；城乡融合类指办公地点设在城

镇，经常性开展直播助农活动，以直播

等电商形式销售农副产品；集聚发展类

指电商产业园、直播产业带、直播基地

等，吸引返乡青年创业、农民就业，开展

电商培训、电商公共服务，组织开展以

直播等电商形式销售农副产品。

各类申报主体填写《丽水山播“共

富工坊”申报表》，由县级经商部门联合

申报主体乡镇所在地开展联合评价，验

收后挂牌，并报县级组织部门（两新工

委）、市商务局备案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市级拟从电商专项

资金中安排丽水山播“共富工坊”创建

活动资金；入选市委组织部 20家市级示

范“共富工坊”，每家可获得 2万元的一

次性补助。向上争取项目资金，省商务

厅拟安排电商直播式“共富工坊”专项

财政资金，市商务局将支持各地争取省

级资金支持。

丽水山播“共富工坊”
申报工作启动

带领团队攻克锥栗加工保存技术，使庆元锥栗年产值从2000万元提升到6000万元

庆元“创二代”李芳芳：
让偏远乡村的“土疙瘩”变成“黄金果”

李芳芳向记者介绍公司生产的庆元锥栗李芳芳向记者介绍公司生产的庆元锥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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