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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都
镇积极推进
食用菌全产
业 链 改 革 ，
引入了一整
套 机 械 化 、
自动化流水
线和智能化
监控控制系
统 ，有 效 解
决 坏 棒 率
高 、出 菌 率
低 等 问 题 ，
保障了农民
利益。同时
让 毛 竹 、砩
矿等资源激
发 发 展 动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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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云和
县崇头镇强村公
司资产2194万元，
净利润 147 万元，
为云和第一、全市
第三；2022年继续
位 列 全 市 前 茅 。
接下来，崇头镇将
继续壮大强村公
司，让乡村振兴、
共同富裕的路子
越走越宽。

“我们总结出了‘三个一’的做法，即
一个品牌助增收、一条板龙助增收、一套
机制助增收，为强村公司提升盈利能力
进行有益探索。”近日，在丽水市第三届
优秀消薄项目强村公司大比拼活动中，
云和县崇头镇强村公司的发展经验和做
法喜获一等奖，获得 70万元奖补资金以
及 1000多万元授信额度。

据 了 解 ，近 年 来 ，紧 紧 抓 住 梯 田
“5A”创建工作、山海协作结对帮扶等契
机，云和县崇头镇强村公司从单一的中
介平台业务，向多项业务转型，积极带动
各村抱团发展，成为助推村集体经济和
农民双增收的强大引擎。

“山区农产品品质好，怎么把好东西
变成现实效益是一大难题。我们通过培
育品牌，开发了一系列产品来实现目
标。”崇头镇党委书记刘锋说，“我们出台

了一系列的机制，特别是销售利润分配
办法，让强村公司的产品从一个人卖，几
个人卖，到一群人卖，效果非常明显。19
个村的村干部、驻村干部、镇联系村领导
当销售员，哪个村的干部卖出去的东西，
利润归哪个村里，这样的模式让开发、销
售、利润归属非常明确。”

这些天，在崇头镇生态产品价值转
化展示厅，该镇的党员干部们正忙着打
包生态农产品。记者来到现场时，崇头
村村干部洪杰在农产品装箱上大显身
手，只见他几个弯腰，就把两罐辣椒酱放
在米和油之间，大包香菇和小包黑木耳
搭配好塞进礼盒内，不浪费一丝空间。

洪杰告诉记者，此次崇头镇强村公
司有 167 份生态农产品售往杭州，时间
紧、任务重，为尽快将这批农产品发出，
崇头镇组织了消薄志愿服务活动，各村

党员踊跃报名。党员们的劳动热情高
涨，分为包装组、分拣组、装货组，装满农
产品的精美礼盒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
垒叠起来。

除此之外，崇头镇强村公司还募集
到 5000 只鸡苗，送给低收入户，每只市
价 20 元的小鸡，经过生态方式养殖，出
售给梯田农家乐，“梯田土鸡”均价达到
了每只 300 元，再加上产业帮扶补贴每
只 45元，小鸡通过生态标签“身价”暴涨
17倍。“5000只鸡苗共 10万元，低收入户
最后能拿到 150 余万元，有力促进了低
收入农户增收。”刘锋介绍，2021年，崇头
镇强村公司资产为 2194 万元，净利润
147 万元，为全县第一、全市第三；2022
年继续位列全市前茅。接下来，崇头镇
将继续壮大强村公司，让乡村振兴、共同
富裕的路子越走越宽。

云和崇头镇：

共同富裕的路子越走越宽

■■ 记 者 杨 敏
通讯员 兰荣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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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庆元县荷地镇的食用菌大棚
里散发着淡淡的菌香，一袋袋菌棒整齐
排列，一朵朵 241-4香菇升柄展伞，菇农
们正忙着采摘、烘晒、打包和装箱，准备
运往全国各地。

“这两天我们雇了好几个村民帮忙
采摘，靠自己根本来不及。”在荷地镇伟
青家庭农场，负责人吴飞伟边采摘边
说。荷地海拔高，早晚温差大，香菇产量
比其他地方高，现在每天能采摘 700 多
斤。

据了解，241-4 是由庆元县食用菌
科研中心选育成功的一种中低温型迟
熟香菇品种，研究形成了包括冬春季低
温期接种、刺孔增氧、袋内转色、秋冬季
出菇、温差催蕾等一整套科学合理的

“庆元香菇栽培模式”，是我国代料香菇
栽 培 史 上 的 一 次 重 大 的 技 术 变 革 。
241-4菌肉质地致密，耐贮存，鲜菇口感
嫩滑清香，干菇口感脆而浓香，外观与
口感几乎可以与“段木香菇”相媲美；同

时，还具有菇形圆、香味浓、内薄、口感
好的特点，是庆元县不断探索、试种、改
良、选优的“明星香菇”，受到广大消费
者的青睐。近年来，荷地镇致力于发展

“订单农业”，通过“公司+基地+合作
社+农户”的经营模式，拓宽农产品销售
渠道，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在荷地镇博海种养基地里，负责人
刘培金正穿梭于大棚间，看着长势喜人
的香菇，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基地菇棚全部迎来了出菇季，现有
工人都忙不过来，还得继续招工。”刘培
金介绍，由于荷地山好水好环境好，香菇
优质、市场稳定，目前完全不用担心销售
问题，现在他们采摘的香菇早在 9 月份
就被来自上海和杭州等地客户提前预
定。

“241 系列香菇很考验种植技术，
但价格比其他品种高，利润也高。”刘
培金高兴地说道，“我去年种植了 3 万
棒，因为效益好，今年种植了 6 万棒，从

目前来看，产量和品质都很不错，预计
今年可以采摘 10 万斤，销售收入可达
50 万元。”

“241系列香菇对海拔和气温有严格
的要求，只有在海拔 600 米以上的地区
才能种植，而我们荷地平均海拔 980米，
镇域内都非常适合种植该品种。得益于
高海拔的天然优势，我们培育了五家标
准化食用菌生产基地，再加上农户零散
种植，每年可生产 500 万斤，其中 241 系
列香菇 30 余万斤，极大带动了农民增
收。”荷地镇党委书记徐和青表示。

下一步，荷地镇将培育更多的农业
主体，引进现代化农业企业专业化、规模
化发展食用菌产业，将食用菌产业做大
做强，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并打造含
冷水茭白、高山锥栗、食用菌等农产品在
内的荷地“800”特色农业品牌，进一步提
高荷地食用菌产业的竞争力、影响力和
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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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
庆元县荷地镇
致力于发展“订
单农业”，通过

“公司+基地+
合作社+农户”
的经营模式，拓
宽农产品销售
渠道，促进农民
增收致富。

庆元荷地庆元荷地：：
擦亮“菌菇”名片 推动乡村振兴

■■通讯员 练玉萍
范飞春

去年9月，我带着共富的使命，到八
都镇任党委书记。在2个月后的八都镇
第十四届党代会上，向全体八都人民发
出了“努力建设山区共同富裕县域样板
的八都范例”的共富承诺。如何结合实
际，谋划一批切口准、带动共富效应大的
项目成了我的心头事。

作为龙泉市黑木耳的主产区，八都
镇食用菌年产量近 4000 万袋（棒），占龙
泉全市的 40%以上，产值达 1.6 亿元，是
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一次调研中，农
户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关注。“今年黑木
耳的价格不知道怎么样，收成一年好一
年坏，几年下来也没挣什么钱。”为什么
群众会有这样的担忧?如何让群众赖以
生存的产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我立马联系了龙泉市农业农村局有
关负责人，一起走访多家本地食用菌企
业，通过多方调研，了解到龙泉食用菌产
业总体处于农户“分散养菌”的半机械化
生产阶段，组织化程度较低、生产技术不
规范等问题导致了较高的坏棒率，对农
户造成了很大困扰，也造成了较大的经
济损失。

解决农户生产困境、提升生产质效，
引进更新技术和更强的资本注入是关
键。为此，我积极推进食用菌全产业链
改革，多次到省农业农村厅、财政厅等部
门进行对接，成功争取到省级农村综合
改革集成建设项目。同时我带队到台
州、杭州等地考察洽淡，得到了省金控公
司的大力支持，项目也被列入省消费助
农计划。至此，我们的食用菌全产业链
一体化改革项目盘子基本形成，一期拟
投资约1.45亿元。

为了验证食用菌全产业链改革的可
行性，我们在龙竹、青山等村通过“返租
倒包”模式，建设食用菌标准化栽培基
地，引入了一整套机械化、自动化流水线
和智能化监控控制系统，让当地菌农轻
轻松松当上了现代农民，每年可为村集
体增收15 万元以上。现在，龙竹基地第
一批30 万袋菌棒已经下田，长出了优质
木耳，有效解决坏棒率高、出菌率低等问
题，保障了农民利益。

接下来，我们将全面推动食用菌共
富双创园、标准化栽培基地和绿色循环
利用工厂建设，在菌棒生产、加工、排场
等环节进行全过程机械化生产及信息化
管理，实现从菌种培育、料棒生产、菌棒
发菌、田间生产、产品销售到废菌棒回收
利用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和一体化发
展，构建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
农村新型合作体系，带领更多“菌农”向

“富农”转变。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久久为功。在大

力发展食用菌产业的同时，我们还依托
8 万亩毛竹林资源和竹木加工产业优
势，狠抓招商引资，通过对接上市公司，
签订了总投资 1.2 亿元的年产 115 万平
方米节能化侧压板自动化生产线项目，
敲定了总投资 25 亿元的绿色竹纤维材
料生产项目的投资意向，让毛竹资源“点
绿成金”；依托丰富砩矿资源，对接省自
然资源厅等部门，科学分析与砩矿伴生
的温泉资源情况，启动地热资源勘查，谋
划北山温泉项目，激发发展动能。

未来，我们将坚持从建设群众“家门
口的产业”出发，以坚毅笃行“丽水之
干”，扎实推进“两个先行”的山区实践，
不断形成推动共同富裕的阶段性标志性
成果，阔步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