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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种得好到卖得好，三代古田人守护银耳香

去年，古田县食用菌全产业链产值近235亿元，超过50%
的农户从事银耳产业生产经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拼多
多在内的电商平台，将家乡好货销出大山。 传喻 摄

在古田，几乎家家户户都与银耳结下深厚的情缘。如今，刘健
的父亲已经成为刘健的得力帮手，父子俩一起闯电商。 传喻 摄

银耳的生长周期在60天左右，为了保证银耳品质，刘健
经常到菇农的菇棚看银耳长势情况。 阿舟 摄

因翠屏湖带来的丰富水汽，让古田县这个闽东
小县城成为“中国食用菌之都”。 传喻 摄

古田，是闻名遐迩的“中国食用菌之
都”，每当外地顾客提问为何古田银耳产
量多、品质好时，刘健总会先幽默笑答：

“翠屏山水，‘菌’子好逑。”
上世纪 50 年代，为了建设我国第一座

地下水电站——古田溪水电站，古田人舍
弃了千年旧城，任它被淹没在水电站蓄水
形成的翠屏湖下。翠屏湖每日散发着大量
水汽，独特的小气候滋养着银耳的生长，
反哺着古田人民。

在 刘 健 的 记 忆 里 ，小 时 候 父 亲 经 常
说：“种银耳最好要用山泉水，翠屏湖就是
古田最好的礼物。”如今，28 岁的刘健在大
学毕业后返乡创业，成为拼多多丞悦食品
旗舰店的店主。据他介绍，家乡耕地资源
匮乏，却拥有闽江、鳌江及福建省最大的
人 工 淡 水 湖—— 翠 屏 湖 ，森 林 覆 盖 率 超
70%，全国银耳总产量的近 90%来自这里。

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尝试产业化培
植后，银耳从宫廷贡品走入寻常人家，其
种植产业成为古田县食用菌产业最主要
的组成部分。“古田银耳”先后被认定为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银耳的营养成分丰富，是现在‘养生
族’的最爱，我们想把家乡的好农货推荐
给更多人。”刘健说，“银耳产业也是帮助
古田人从脱贫走向小康生活的主要途径，
是我们古田人的根。”

“菇三代”拿过接力棒

从种得好，到卖得好，是一场三代人的接力。
山区多，是古田难以改变的劣势。然而，勤劳

的古田人不断探索，因地制宜发展山区特色农
业，将劣势化为优势。

在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与银耳结下深厚的
情缘。据刘健的父亲刘传伟回忆，上世纪 60 年代
至 80 年代，家中的老一辈开始带孩子们学习段
木栽培银耳的方法。传统的段木栽培模式步骤复
杂且成品率较低，没有收益保障，经常“折腾了半
年，反而赔了本钱”。

1990 年后，古田人在银耳瓶栽、袋栽技术上
有所突破创新。菇农的效益大大提高，但背后仍
需要付出辛勤的劳动与汗水。

刘健回忆，“爸妈每天夜里两三点起床，发现
菇房气温低了就及时烧炭，气温高时再撤掉一
些”。日子虽然苦，刘传伟不会抱怨，“凭着二十多
年的经验，家里种银耳发生霉变的情况少了太
多。科学还在不断发展，未来一定越来越好”。

古田人找到了发展方向，银耳产业迎来了新
的发展。

“菇二代”致力探索培养基配料比，在传统的
麦皮、蔗糖、黄豆粉等基础上加入茯苓、莲子粉等
新配料，提升银耳软糯绵滑的口感，营养价值更
高。而为古田银耳开拓新销路的接力棒，传到了
以刘健为代表的“菇三代”的手中。

从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毕业后，刘健逆着
父辈对他走出大山的期望，毅然回到了家乡。“父
母靠种银耳撑起了这个家，现在该由我接过家里
的担子，试试能不能给家乡出一份薄力。”刘健
说，“种植银耳的劳动强度非常大。在产量和品质
都提升时，如不解决销路问题，大家没有收入，失
去了种植热情，家乡的好特产就太可惜了。”

2019年下半年，刘健在拼多多开设了第一家
店铺。凭借大学时试水电商平台有了一点经验积

累，刘健对自己的小店信心满满。开店前，刘健走
访调研——县里很多人试水过网售自家种植的
银耳，但由于缺乏运营知识、不成规模往往以失
败告终。但他依旧相信，拼多多用户数量庞大，只
要银耳品质过硬，这次触网绝不会失败。

踏踏实实的付出，终于换来了回报。店铺由
每天一两单，到每天破百单，如今已每天发货超
过一千单。四年来，店铺吸引了 2.5 万粉丝，累计
拼单量超过 150 万。“拼多多平台给商家很多补
贴，这份实惠我们也让利给了消费者。我们通过
报名多人团、万人团活动，得到了平台的流量扶
持，让百万消费者了解古田银耳。”

每年春节前后，大家最忙。木耳是年货节里最
热销的农货之一，礼盒装木耳已成为送礼首选。今
年 1月，店铺每天收到近一万笔订单，大大超过了
刘健的预期。店铺后台数据显示，银耳在广东、福建
两地最为热销，全国范围内综合复购率可达30%。

2022年，刘健在拼多多平台上的销售额突破
6000 万元。新的一年，他向 1 个亿销售额发起了
冲刺。目前，县里有 500 多户种植户，通过合作社
集中采收，或散户定向收购的模式，在丞悦小店
里把银耳发往全国。“每户平均一年种 10 万筒，
可以拿到 15 万~20 万元的收入，有车有房，生活
变得越来越好。”刘健说，“我们以高于市场的价
格从村民手中采购，他们种得开心，种得放心，剩
下的交给我就成。”

小银耳借新电商飘香全国

银耳的生长周期在60天左右，22到25摄氏度
之间最适宜，既不会抑制菌丝的生长，也不易生霉。
因此，依靠传统栽培模式，5月气温升高后不宜种
植，菇农们需要熬过夏日，才能种下新一批菌种。

这种“靠天吃饭”的栽培模式正在成为过去。
利用智能监测系统，菇农们可以通过手机远

程监控菇棚内的温湿度、二氧化碳等指标，并完
成雾化、喷水、除湿、补风、开天窗等操作，传统菇

棚摇身一变“智慧菇棚”。
“数字化减少了菇农们上下山的频率，也减少

了病虫害侵入的可能性。”刘健分享道，“智能系统
的价格不低，目前还没在全县普及，但这一定是未
来的趋势。”此外，古田县已有企业推行菌包生产托
管、鲜品烘干托管服务，进一步提高农户生产效率。

在拼多多开店 4 年来，刘健也感受到了消费
者的显著变化——年轻消费者占比增多，更多人
看中银耳的品质、营养功效，不再一味以低价优
先。对客服和评价区里的反馈，刘健会认真阅读，
尽力满足消费者的期待。

与福建省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的成功牵
手，使得菇农们可以选用改良后的菌种栽培，探索
种植更优产品的方法。木瓜牛奶银耳羹、本草银
耳、冻干银耳羹、银耳清露等十余款深加工产品将
陆续上架，则能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

在拼多多平台，包括刘健在内的“95 后”“新
新农人”数量超 12.6 万人，在涉农商家中占比超
过 13%。这些成长于移动互联网时代、高学历、懂
经营、懂管理、擅长整合上下游的“95后”，正成为
全面推动乡村振兴的崭新力量。

2022 年，古田县食用菌全产业链产值近 235
亿元，超过 50%的农户从事银耳产业生产经营。
数字化浪潮下，以拼多多为代表的新电商平台加
快了食用菌走向更大市场的进程。

“大学生返乡创业做电商，得到了政府的大
力支持。物流快递补贴、人才津贴……实打实给
我们提供了太多便利，越来越多人愿意加入电商
行列。”刘健感慨道。

古田县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县目前已
有电商企业 651家，电商店铺 3492家。2022年，古
田县网络零售额 22亿元，同比增长 122.8%。

“我们长期致力于通过与产地对接，从源头
把控品质，并通过流量资源倾斜、百亿补贴等举
措，助力优质农产品提升市场竞争力、拓展新的
消费群体。”拼多多相关负责人表示，“期待更多
像刘健一样的‘新新农人’，与平台携手发展家乡
特色产业，带动家乡农户增收。” □专题

拨开一层层耳花拨开一层层耳花，，确认没有杂菌确认没有杂菌
感染后感染后，，陈秀美走向菇棚外陈秀美走向菇棚外，，通过控通过控
制系统检查温湿度参数制系统检查温湿度参数。。开春后开春后，，陈陈
秀美种下的第一批银耳进入了最后秀美种下的第一批银耳进入了最后
的生长阶段的生长阶段。。她每天巡护于各个菇棚她每天巡护于各个菇棚
间间，，通风通风、、喷水喷水，，““要用心照顾这些银要用心照顾这些银
耳耳，，在舒服的环境下它们才能烂漫盛在舒服的环境下它们才能烂漫盛
放放””。。

走进福建古田县极乐村走进福建古田县极乐村，，数十个数十个
菇棚藏在绿山腰间菇棚藏在绿山腰间。。凭借种植银耳凭借种植银耳，，
陈秀美和村内陈秀美和村内 200200 多家农户收入连年多家农户收入连年
增加增加。。陈秀美说陈秀美说：：““以前我们的银耳虽以前我们的银耳虽
被定期收购被定期收购，，但菇农收入不算多但菇农收入不算多，，没没
有定价话语权有定价话语权；；有了新电商平台后有了新电商平台后，，
销路和收入都涨了不少销路和收入都涨了不少，，村民们种银村民们种银
耳更有动力了耳更有动力了。。””

冬 暖 夏 凉冬 暖 夏 凉 、、空 气 湿 润 的 气 候 特空 气 湿 润 的 气 候 特
点点，，为古田县银耳生长发育提供了绝为古田县银耳生长发育提供了绝
佳环境佳环境。。如今如今，，这里年产食用菌近这里年产食用菌近 9090
万吨万吨，，成千上万的农户靠食用菌生产成千上万的农户靠食用菌生产
摆脱了贫困摆脱了贫困。。如今如今，，在拼多多等新电在拼多多等新电
商平台的助力下商平台的助力下，，古田银耳搭古田银耳搭““电商电商
快车快车””逐渐进入全国消费者的视野逐渐进入全国消费者的视野，，
吸引着年轻一代的目光吸引着年轻一代的目光。。

深山里的“平民燕窝”

银耳有着“菌中之冠”和“平民燕窝”的美誉，随着上世纪60
年代开始的产业化培植，如今银耳已走入寻常人家。 阿舟 摄

根 据《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防 震 减 灾
法》《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福建
省防震减灾条例》的规定和相关规范要
求，结合福建省防震减灾工作实际，规
定福建省行政区域内有重大价值或者
有重大影响的建设工程具体范围，该范
围内的建设工程应当开展场地地震安
全性评价。

一、涉核工程
1.核电厂、核热电厂、核供汽供热厂、

核能海水淡化厂等核动力工程，浮动核
动力装置的系泊装换料船坞、码头工程。

2.核动力厂以外的研究堆、实验堆、
临界装置等其他反应堆建设工程。

3.核燃料生产、加工、贮存和后处理
设施等核燃料循环设施建设工程。

4.涉及放射性废液贮存、处理设施，
涉及高水平放射性废物的处理、贮存、
处置设施等工程。

5.受地震破坏后可能引发严重放射
性物质污染的涉核设施工程。

二、水利防洪工程
6.地震基本烈度为Ⅶ度及Ⅶ度以上

地区的高度为 90 米以上的 1 级、2 级大
坝工程的主要建筑物和引、调水工程中
的重要建筑物等建设工程。

三、电力工程
7. 电力设施中 1000 米及以上档距

或高 100米及以上塔杆的大跨越工程。
8. 国家和区域电力调度中心，500

千伏及以上变电站。
9. 单机容量 30 万千瓦及以上火电

厂，LNG 电厂以及其他规划容量 100 万
千瓦及以上的电厂。

10. 装机容量 30 万千瓦及以上的水
电站、抽水蓄能电站。

11. 装机容量 100 万千瓦及以上风
电、光伏、储能电站等新能源基地。

四、工业工程
12.3 万立方米及以上的贮油工程，

气态 5 万立方米及以上、液态 1000 立方
米及以上的贮气工程，大中型油（气）储
罐区、输油（气）管道，大中型石油化工
工程，大中型海洋油气设施工程。

13.生产过程和产品涉及易燃易爆、
剧毒或者强腐蚀性物质等大中型化学
工业工程。

14. 大型采矿工程和大型金属冶炼
工程。

五、公共建筑工程
15.三级医院住院楼、医技楼、门诊楼

和新设置传染病院，承担特别重要医疗
任务的具有Ⅰ、Ⅱ级应急功能保障医院。

16.承担研究、中试和存放剧毒的高
危险传染病病毒任务的疾病预防与控

制中心等建筑工程。
17. 设区的市级以上防灾救灾应急

指 挥 中 心 ，省 级 以 上 救 灾 物 资 储 备 库
工程。

18.1200 座及以上影剧院、会堂 ，4
万座及以上体育场，6000 座及以上体育
馆，省级以上大型博物馆、档案馆、展览
馆、图书馆，属于超限建筑且单体面积 3
万平方米及以上的商场、会展中心。

19. 房屋高度 100 米及以上的超限
高层建筑。

六、交通工程
20.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及城市道路

中的特长隧道（长度 3000 米及以上）、特
大桥梁（单孔跨径 150 米及以上，墩高
80米及以上）、一级汽车候车楼。

21. 新建干线铁路、高速铁路、铁路

客运专线、地方铁路、城际铁路，铁路枢
纽和大型铁路车站。

22. 越江隧道、海底隧道，水深 20 米
及以上、墩高 80 米及以上、跨度 150 米
及以上和其他技术复杂、修复困难的铁
路桥梁工程。

23.城市轨道交通。
24. 运输机场航站楼、航管楼（包括

塔台、通信楼）、大型机库以及油罐罐体
构筑物。

25.液体危险品码头及其储罐区。
26.重要的水运客运站。
七、通信工程
27.国际出入口局，国际无线电台及

涉 及 国 家 主 权、安 全 的 重 要 无 线 电 台
（站），国家卫星通信地球站，国家级卫
星地球站上行站、卫星测控（导航）站、

卫星关口站、卫星国际专线地球站，国
际海缆登陆站。

28.国家级、省级信息中心（含大型、
超大型数据中心）建筑，省、设区市的广
播电视中心主体建筑。

29. 发射功率 200 千瓦及以上的广
播发射台、高度 200 米及以上的电视发
射塔，区域邮政和通信枢纽工程。

八、其他重要工程
30.科学实验研究、中试生产和存放

具有高放射性物品以及剧毒的生物制
品、化学制品、天然和人工细菌、病毒

（如鼠疫、霍乱、伤寒和新发高危险传染
病等）的建筑。

31.大型风洞设施、大型射电望远镜
等有特殊需要的科学实验和重大科学
装置建筑。

3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规定以及业主或建设单位、其
他单位要求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
设工程。

根据《福建省防震减灾条例》规定，《福建省应当开展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程范围》已经省政府批准同意，现予公布。
福建省地震局
2023年2月1日

福建省应当开展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程范围

关于《福建省应当开展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程范围》的公告

本报讯（记者 黄琼芬 通讯员 林婉清
王进宝 文/图） 10 日，作为福建省与印度尼
西亚中爪哇省缔结友好省份 20 周年庆祝活
动之一，“海丝”茶·器精品展在印度尼西亚中
爪哇省三宝垄市政大厅举办。此次展览设德
化白瓷展区，共展出 140 多件“中国白·德化
瓷”产品，是今年德化县计划的“中国白·德化
瓷”国际巡展活动之一，也是继今年 2月份在
马来西亚举办专题展后，德化县再次在东南
亚举办的“中国白·德化瓷”国际巡展活动。

作为世界陶瓷之都，德化是中国出口陶瓷
的重要产区，陶瓷产品销往世界 190 多个国
家和地区，陶瓷产品出口比例位居全国第一，
占全国陶瓷出口工艺品市场份额 60%以上，
是全国最大的陶瓷工艺品生产和出口基地。

长期以来，“走出去”与“引进来”一直是
德化陶瓷企业发展的主旋律。尤其是去年以
来，德化更是以省、泉州市出台的《关于支持

“中国白·德化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
施》相关精神为指引，着力打通国内国际双
循 环 ，加 速 构 建 开 放 包 容 的 新 发 展 格 局 。
2022 年，德化进出口业态不断提质升级，全

县 407 家外贸企业自营进出口总额 35.2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6.9%。其 中 ，自 营 出 口 总 额
35.25亿元，同比增长 26.93%。

德化县工信商务局局长赖诗坛介绍，2020

年至今，受国际环境影响，对外贸易受到不小
的冲击。由于订单减少、业务萎缩，德化陶瓷企
业走出国门、争抢订单的意愿更加强烈。

法兰克福国际全品类消费品展览会，东

南亚（吉隆坡）“中国白·德化瓷”陶瓷专题展
会，美国芝加哥国际家庭用品博览会，俄罗
斯国际家居建材及消费品博览会……为助
力企业海外抢单，今年初以来，德化县已组
织近百家企业开展多场组团拓市场活动。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为
抢抓机遇开拓海外市场，德化还借势“一带
一路”，抢抓 RCEP 发展机遇，实施德化陶瓷
国际化战略，组织开展“中国白·德化瓷”国
际巡展活动，推动德化陶瓷产业走向世界，
不断拓展可持续增长的国际市场空间，引导
产业结构调整和外贸转型升级。

“德化将开展‘中国白·德化瓷’‘一带一
路’行。根据规划，2023 年至 2025 年，德化白
瓷‘一带一路’行团队将沿古丝绸之路前行，
从瓷都德化出发，行至荷兰阿姆斯特丹，在重
点城市、重要节点进行深入调研并开展相关
活动，与世界各地陶瓷技艺交流互鉴，扩大德
化陶瓷品牌影响力。”德化县陶瓷办主任曾宪
升介绍，今年，“中国白·德化瓷”国际巡展计
划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 10多个国家展
出、对接交流，以此助力陶瓷产业出海拓市。

借势“一带一路”

德化陶瓷国际市场深度挖潜

““海丝海丝””茶茶··器精品展上器精品展上，，观众欣赏展出的观众欣赏展出的““中国白中国白··德化瓷德化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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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位于霞浦县牙城工业园区的福建金康达钢业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在赶制阀门出口订单。

近年来，霞浦县持续深化企业服务，鼓励外贸企业加快科
技创新，提升自主品牌的国际竞争力。去年，当地 12 家外贸铸
造企业共实现产值 5.47亿元。

本报记者 林辉 通讯员 朱世刚 张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