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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拔 860余米的松阳县玉岩镇乌岩村吴往自然村，坐落着一
座占地 10余亩的香菇培育基地。基地的主人季荣富深耕香菇生产
经营 30载，在菌菇栽培领域不断研发、培育的同时，还带动周边群
众增收致富。今年，他又建起“共富菌园”，把目光聚焦到低收入农
户身上，尽己所能帮助他们栽培香菇，为他们撑起一把“增收伞”！

为低收入农户建起“共富菌园”

采收、挑拣、分装……“共富菌园”里繁忙的出菇景象与日渐下
降的气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今年新建的‘共富菌园’里反季节高山香菇长势良好，5个菇
棚第一茬采菇就出菇将近 1500公斤。”说起本季的收成，季荣富难
掩心中的喜悦。

何为“共富菌园”？它又是怎么来的？
今年初，松阳县政协主席廖宝云等一行来到季荣富的香菇培育

基地调研，听说季荣富这几年深耕香菇生产经营，还带动周边群众
致富，廖宝云赞不绝口，“接下去，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下帮助低收入
农户增收？”廖主席的一番话，给了季荣富新的思路——建设“共富
菌园”，带动镇里的低收入农户一起种菇。

妻子周樟钗听闻后，大力支持：“能够帮助到别人，这是大好事，
理应支持。”

2月下旬，季荣富与玉岩镇政府达成协议，开始着手菌园的建
设。首期 5个香菇棚建成后，很快，首批低收入农户到位。5户低收
入农户中年龄最大的 74岁，平均年龄接近 60岁。他们来自镇子各
地，因为各种原因曾一度陷入贫困，有的是夫妻俩只有妻子有劳动
能力；有的是父子俩只有父亲有劳动能力；农户洪宝明就是其中的
典型，今年 3 月份，他带着有智力障碍的儿子来到了菌园，一边劳
作、一边看护。

为了照顾这些“新手”菇农，季荣富包揽了菌菇的备料、制棒、灭
菌、接种、发菌、上架、刺孔等前期培育工作，总共 7个多月的生产周
期里，这些农户只需负责中后期的脱袋、注水与采摘等简单操作，之
后的销售也是由季荣富包干完成。

“他人很好，我们有干得不好的地方，他会一遍遍教我们，直到
我们大家都学会。”季荣富的照顾，让农户洪宝明心怀感激。

一转眼，“共富菌园”里的香菇到了收获的时节。农户们开始了
第一茬香菇的采摘工作，紧张忙碌的同时，也充满着对丰收的喜悦。

10月 24日，最后一茬香菇（第四茬）采摘结束，随后季荣富将香
菇销售款分发给农户，每位农户都至少拿到了 1万元收入。捏着手
中的百元大钞，笑容溢满了农户们的脸庞。

看着他们的笑脸，季荣富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五年内，每年
吸纳 5户低收入农户入驻，帮助他们实现增收。”

“香菇大王”共富之路初探索

对于季荣富的目标，大伙笃信不疑。因为，他是当地的“香菇大
王”，并已带领很多乡亲走在了共富路上。

虽然只有初中学历，但在香菇栽培领域，季荣富可以说是不折
不扣的“老师傅”，从 1993年算起，今年已是他从事香菇栽培的第 30
个年头。

1989年，初中毕业后的季荣富回到家里开始务农，一年到头起
早贪黑却收入微薄。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了解到在庆元县有些菇农
依靠栽培香菇一年纯收入能超 1万元。

那可是上世纪 90年代的 1万元，悬殊的收入差距深深“刺激”了
季荣富，他带着同怀致富梦想的几个年轻人跑到庆元实地查看，访
农户、进菇棚、走市场，取得育菇致富的“真经”。

1993年，他拿着从信用社贷来的 2500元资金，购买菌种，请人
接种、制菌棒，培植下 2500袋香菇。这 2500袋香菇在当年为季荣富
带来了 6000余元的净收入，不但还清了贷款，还收获了事业发展的

“第一桶金”。
次年，扩大培育规模后的季荣富更上一层楼，成了远近闻名的

“万元户”，是玉岩镇第一批依靠香菇发家致富的农民。
1998年，季荣富开始试栽市场上新推出的菌菇品种——花菇。

同时试行的，还有季荣富因地制宜采用的“层架式”栽培模式。
所谓层架式，就是把菌棒一层层架在架子上栽培，相较于常规

的立地式培育，这样更加节约空间，“以往的立地式培育，面积一亩
的菇棚只能放 9000棒左右的菌棒。这个‘层架式’培育，可以放置
26000棒左右的菌棒，产值几乎增加了 2倍。”说到此处，季荣富颇显
自豪。

季荣富的老家玉岩镇乌岩村地处山区，海拔较高，有限的耕地
面积极大制约了包括香菇在内的农业发展。层架栽培法大大提高
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增加了香菇产量。

当年，鲜菇收购价格最高时达 56元/公斤，季荣富的收入超过了
3万元。

“要想取得成功，必须不怕失败，坚定信念，善于学习新技术，做

个新型农民！”季荣富自此踏上了“香菇大王”的探索奋进之路。
2019年，季荣富又开始尝试在菇棚里进行反季栽培。每年的 5

月到 10月，炎热的高温天气下，一朵朵夏菇在菇棚里绽放，有效弥
补了夏季市场上的鲜菇空档，当年新增产值 120万元。2020年，季
荣富积极配合上级农技单位向全县推广此项技术，成功带动农民增
收 500余万元。之后，遂昌、庆元、龙泉等邻近县（市）有关人员到季
荣富这里学习，并邀请季荣富去他们那里做示范传授。

也是在这一年，季荣富被丽水市农林科学研究院评为“优秀农
民讲师”，他的菌菇培育基地也成为了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示范
基地、高山区香菇周年化栽培技术示范项目、香菇新品种新技术试
验示范基地。

季荣富的香菇培育成功后，经常有乡亲们慕名向季荣富求教，
希望跟着他大干一番。为了让种菇户吃下“定心丸”，季荣富一开始
只是鼓励农户小规模试种花菇，以降低失败的风险。为此，他亲自
去采购菌种，严把菌种质量关，生怕购进不适宜培育的菌种，更担心
挫伤村民们育菇的积极性。

在他的精心指导下，一大批玉岩镇域的村民开始栽培花菇。到
2000年左右，玉岩镇的花菇产业风生水起，几乎是实现了一家一户
种植，玉岩也因此收获了“中国花菇之乡”的美誉。

共富路上一个都不能落下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共富路上，一个都不能落下。
对此，季荣富建起了“共富菌园”。
这次带领栽培的那几户农户的情况比较特殊，存在不同程度的

智力、肢体等方面的缺陷。仅仅是为了让他们准确掌握脱袋的技术
要领，季荣富就很是费了些工夫。原本正常情况一天可以脱袋 4000
棒左右，这几户人有的却一天只能脱袋几百棒。为了抢时间，季荣
富与妻子常常会帮他们干活。

这样一来，季荣富自己菇棚的采摘工作就受到了影响，而且冷
库空间被挤占，自己的菌棒只能先停止出菇。

季荣富对他们的帮助，不止是栽培香菇，而是方方面面的。入
驻“共富菌园”的 5户农户与季荣富不同一个村，他们来时，锅碗瓢
盆、床垫被褥、换洗衣物等都没有。季荣富就给他们搭帐篷，买钢丝
床，铺上干净的床上用品，再每户置备一套齐全的炊具，还让他们到
自家的蔬菜基地任意采摘每日所需的新鲜菜品。

其中有一户，有一个 30多岁的失智的儿子，父亲在菇棚里给菌
棒脱袋时，儿子走丢了。季荣富便同妻子一起漫山遍野去找，好不
容易找着后，便把他的照片存在手机里：“万一他再走丢，我就发朋
友圈，发动朋友一起找。我还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缝到他的衣服上，
这样人家看到了，也会打电话给我。”

带他们走上增收路，不仅更辛苦，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自
己的收益。“但看到他们那满脸灿烂的笑容，我就觉得这一切都值
得！”季荣富感觉到，授普通人以渔，简单，这么多年季荣富也算胜
任；为低收入农户创造机会，并授之以渔，有效改善他们的生活处
境，辛苦，但这才是奋斗的更大目标。

“我的名字叫荣富，我会继续在与民共富这条道路上大步前行，
用自己所擅长的香菇栽培技术为家乡振兴添砖加瓦，也让这个名字
更加名副其实！”

季荣富：为低收入农户撑起一把“增收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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