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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田垄，铺设晶莹盛景

苍花千朵亲摘处，认取玉肌笼雪。
提及古田菌菇，银耳是绕不开的话题。2022

年，古田银耳栽培超 4 亿袋，累计 38.5 万吨，产量
占全球逾九成。“菌中之冠”是古田人捧在手心里
的“金娃娃”。

但在古时，因野生银耳的生长对自然条件要
求苛刻，产量较为稀少，唯有达官显贵方可消受，

“斤耳百担粮”的俗语由此而来。
变局源于上世纪 50 年代末银耳人工栽培技

术的问世。彼时，科学家将分离到的银耳菌种接
种在截段原木上获得成功，这项名为段木栽培的
种植方法进而迅速推广开来。

段木栽培固然实现了零的突破，但每百公斤
树木全年只能收获干银耳约 0.5 公斤，不仅经济
效益着实有限，况且会消耗大量木材，导致菌林
矛盾。窘境之下，老一辈古田菇农开辟了代料栽
培这一首创模式。

现 年 53 岁 的 易 人 理 世 代 种 菇 ，他 见 证 了
古田银耳种植技术的蝶变。瓶中种耳，瓶外展
片 —— 以麦皮加木屑为培养基、罐头瓶为栽培
器皿的瓶栽技术于上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应运而
生。而后，袋栽技术研发、棉籽壳取代木屑作为培
养基、银耳专用栽培房全面推广、县域工厂化模
式加速普及……二三十年间，一个个里程碑助推
全县银耳产量走向新高峰。

如今，易人理已转型为福建康亿达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的“土专家”。在过往，购置原辅料、
菌种培育、菌包制作、栽培、采摘、烘干、销售等
各个环节均需菇农一肩挑，其间稍有闪失便易
全军覆没。而当下，企业接管产前产后两头，菇
农全心全意种菇，每棒可获得 0.9 元至 1 元的收
入，即便菌棒坏死也可获得 0.2 元/棒的报酬，收
入更加稳定。

除了运营名下的高山菇棚，易人理还负责为
大桥镇大桥村菇棚“光伏+”项目提供技术指导。
在菇棚及配套构筑物顶棚，建设有分布式太阳能
光伏发电系统，从而达到种菇、发电两全的效果。

据大桥镇副镇长刘海曾介绍，该项目采取
“能源公司领投+村支部领办+康亿达公司租
赁+农户种植”模式运营，累计建有 45 间银耳棚，
全年约生产 193.53吨鲜银耳，可为菇农带来收益
72万元，为村集体增收 3.95万元。

“这一举措不仅规避了传统菇棚的消防安全
隐患，提升了农村人居环境，也新增了潜在的碳
汇收益，可谓多方共赢。”刘海曾说。

正如光伏菇棚般的创新，一项项智慧技术助
推银耳种植之路行稳致远。寒露前后，本非银耳
生长的好时节，但推开宁德晟农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智慧菇房的大门，弥漫的水雾中尽是晶莹盛
景。

“银耳太娇贵。”晟农公司总经理张家巧说，
在家庭作坊分散经营盛行的年代，往往家里一人

刚睡下，另一人就要在凌晨扎进菇棚。二氧化碳
浓度过高、缺乏水分，乃至零星蚊虫的叮咬，都可
能要了银耳的命。加之银耳喜阴不喜热，种植往
往只能在 10月至来年 4月间进行。

为使银耳种植不再靠天吃饭，晟农公司投资
2000余万元兴建智慧菇房，以智能新风系统破解
通风难，以超声波雾化技术取代人工浇灌，以制
冷系统将菇房温度常年控制在 23 摄氏度，再以
灭蚊灯等物理驱虫方式规避病虫害困扰，直切四
大梗阻，亦可摒弃农药等化学制剂的使用。

终在 2018 年，张家巧创业的第 5 个年头，智
能化栽培无公害银耳的技术走向成熟。

科研驱动，沃土长成新芽

呵护银耳茁壮成长，不过是种植端面临的挑
战之一。很快，使用棉籽壳作为单一培养基的弊
端逐渐显现。一是棉籽壳价格迅速上涨，进而压
缩菇农种植利润；二是一旦其质量出现问题，容
易造成生产损失。

面临质与量的双重考验，科研院所的进驻开
辟了破题之道。2013 年，福建农林大学（古田）菌
业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正式挂牌成立，这
一校地合作的典范意在为食用菌产业提供全方
位支持，银耳提质增效技术正属其探索范围。

据古田县食用菌研发中心主任张琪辉介绍，
与传统栽培技术相比，银耳栽培方案革新后，单
袋干重由原先的 81.63 克提升为 103.32 克。同时，
莲子壳、中药渣、棕榈颗粒、玉米芯等多种新基质
被纳入配方，实现银耳有机种植，其品质及附加
值得到极大提升。

种子是现代农业的芯片。绣银 1 号、福银雪
耳、福银黄耳——研究院先后为古田带来 3 个银
耳新品种。这些栽培产量高、抗污染能力强、成
品率高的新品种，帮助农户跳出了同质化竞争
的怪圈。

种业创新的激情源于银耳，但又不止步于
此。张琪辉表示，历经多年实践，研究院收集区域
特色主栽品种及其对应的部分野生资源共 160
余种，从而实现优质种质资源的深度发掘与有效
利用。

良种虽已在手，但实现量产并非一帆风顺，
这在珍稀食用菌——鹿茸菇的工厂化栽培实践
中可见一斑。早在学生时代，省科技特派员、研究
院副院长金文松便着手海鲜菇种植的研究。来到
古田之后，他自然想到将与海鲜菇同属离褶伞科
的鹿茸菇引入生产线。

出乎金文松意料的是，由于海鲜菇为玉蕈
属，鹿茸菇为离褶伞属，简单复制成熟的栽培工
艺非但没能实现稳定生产，反而造成大面积的链
孢霉菌污染。

链孢霉菌属于中低等真菌，其繁殖速度远高
于蘑菇等大型真菌，主要侵害方式是分生孢子传
播。而分生孢子在菇房空气换气系统的催动下悬
浮于工厂环境，易使整个厂区成为污染区。

迫于污染，工厂只得间隙停产，金文松团队
先行应用多菌灵杀菌剂处理工厂环境，降低环境
空气中的污染孢子数。但这不过是缓兵之计，生
产每耽搁一天对企业而言都是不能承受之重。

如何突出重围？那是 2020 年的盛夏，两个月
来食宿于企业的金文松心急如焚。他决意回到原
点，比对海鲜菇与鹿茸菇二者菌种罐内的菌球密
度。后者远低于前者！金文松顿时豁然开朗。由于
鹿茸菇定植时间较长，如果液体菌种密度过低，
接种的菌丝体便无法在短期内成为菌包内的主
要优势菌群，从而使链孢霉菌后来居上。

既然速度难以匹敌，那就以量取胜。金文松
团队开始使用克氏瓶替代试管制备三级种，同时
将锅炉蒸汽压力升至 0.8 兆帕，将发酵罐菌球数
量沉降系数提升至 70%左右。分阶段溶氧控制发
酵的思路进一步延续，终使沉降系数突破 90%，
从而大幅度降低链孢霉菌污染发生的概率。

“科研成果重在转化落地，重在促进企业增
收，拉动群众就业。”经此一役，金文松被授予
2022年省优秀科技特派员称号。

延链补链，
精深加工缔造“第二春”

发力食用菌育种、生产，为种质资源优势向
产业发展动能的转化奠定了基础。然而，正是由
于产能的疾速抬升，银耳每公斤批发价一路下
跌，菇农难以为继。种种因素决定，延链补链、走
精深加工道路是突破瓶颈的关键之举。

一朵小菌菇，能做出怎样文章？张家巧在外
地市场调研发现，制作冻干银耳不失为一大良
机。“传统银耳干品烹饪时间较长，冲泡类即食产
品更能迎合当代消费者的需求。”

相较于其他地区，古田发展食用菌二产的最
大优势在于，其本身就是体量宏大的银耳产地。
新鲜银耳从采摘、清洗、切碎，直至开始熬煮，时
长不会超过两小时。以鲜品而非干品作为食材，
口感自然更佳。

冻干银耳的探索迅速收获了市场青睐，继而
带动全县投产风潮。2022 年，古田拥有冻干生产
线超 30 条，累计消耗 3 万余吨生鲜银耳原料，年
销售额突破 5亿元。

二产拉动之下，银耳每公斤批发价开始回
暖，由 2017 年前后的 30 元提升至近年来的 50 元
左右，那些年出走的菇农又重新回到田间。

冲泡类产品涌现之余，精深加工赛道还可往
何处去？福建省三优农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给出了素食预制菜的答案。走进公司展厅，粗纤
荔枝肉、轻体鳕鱼、轻体牛排等一道道菜肴勾人
味蕾，其原料均来自猴头菇。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培育发展预制菜
产业，加之大健康理念深入人心，在该公司副总经
理泉国川看来，行业发展正当其时。“市面上的素食
预制菜产品绝大多数采用大豆拉丝蛋白与魔芋粉
制成，以食用菌为食料的尚在少数，这将成为我们
的核心竞争力。”2022年，该公司年产值达1.5亿元。

透过生产线，足以看出企业的科技投入。公
司的主要设备从日本、德国和我国的台湾进口，
涵盖不落地切丝生产流水线、全自动色选流水
线、10 万级无菌生产车间、速冻生产车间等。这
不仅为企业节约了大量人力，也使产品有底气打
上“有机”的标签。

泉国川表示，当前，预制菜产品对于冷链物
流基础设施依赖性较强，如何创新杀菌技术，使
产品在常温状态下得以储存运输，将是企业进一
步探索的方向。

企业肯投入，政府有支持。自 2018 年《古田
县促进食用菌全产业链发展十五条措施》印发
后，今年古田再出“新八条”，拿出真金白银，全力
鼓励食用菌精深加工发展、支持科技研发应用、
引导龙头企业发展。

古田县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周翔说，以
工业思维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是实现农业现代化
的重要途径。古田希冀的不是单个企业一枝独
秀，而是让食用菌全产业链提速发展、提质增效。

数字赋能，助推三链融合

在信息时代，推进数字农业发展是农业工业
化的必由之路。古田以“数字大脑”建设为契机，
铺设产业大数据中心、助产平台、供应链金融平
台、溯源平台、助销平台等“一中心+四平台”，实
现数字技术与食用菌产业的深度融合。

步入“数字大脑”运营中心，只见一张蓝图呈
现出全县食用菌产业链上下游经营主体的实时
情况，从而为产业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数据是数字农业的基石，要支撑“一中心”的
广度与宽度，关键在于如何将数据采集的触角延
伸至每一户菇棚、每一家企业。

见到王珊，这位古田“数字大脑”运营中心的
工作人员正从田间归来。她所忙碌的，便是向菇
农、企业等受众推介“福菇宝”App——“数字大
脑”在掌上的映射。该 App 旨在为受众搭建在线
交易平台，继而通过海量的真实交易行为实现数
据采集广覆盖。

菇农对新型交易方式不适应，当何解？配套服
务紧跟而上。通过助产平台的运营推广，菇农不仅
可在“福菇宝”上获取技术培训、专家咨询、菇棚租
赁及补贴申报等便捷服务链接，亦可查看实时价
格指数，继而调整种植规模与出售产品时机。

此外，供应链金融平台切中了菇农急需的金融

服务与农业保险两大痛点。据王珊介绍，过去，各项
产前环节均需菇农垫付资金，待到食用菌售出后方
有资金偿还账款。一旦销路受阻或售价不尽如人
意，久而久之便形成三角债。如今，若菇农使用“福
菇宝”进行交易，可同时向平台提出贷款申请，金
融机构继而通过交易数据链评估贷款金额。此举
既节约了金融机构实地勘探的运营成本，也化解
了菇农的融资难题。此外，种植环节中存在的自然
灾害与病虫害风险可通过农业保险予以规避。

面向企业端，溯源平台与助销平台接续发
力。“实现全流程溯源正是‘数字大脑’建设的初
衷，我们希望让诞生于古田的每一朵菌菇、每一
份精深加工产品都贴上身份标签，让消费者了然
手中拿到的品牌属于古田制造。”王珊说。

扫一扫产品上的溯源码，消费者可逐一浏览
产品简介、检测认证、资质认证、生产环节等多维
度信息，甚至可以查看菌菇成长的监控录像，从
而买得放心、吃得放心。

助销平台则联结京东、抖音等的官方旗舰
店与线下各大销售渠道，为实现品牌营销增效
添砖加瓦。

数字赋能的另一层深意，正是从云端唱响古
田银耳品牌。2020 年，时年 53 岁的张家巧开始自
学电商直播带货，“银耳姐姐”的名号一经上线便
一鸣惊人，2021 年通过直播带货实现近 3000 万
元的销售额，其设立的三朵银花旗舰店现已入围
抖音电商不开火美食店铺榜前十位。

身为宁德市人大代表、市三八红旗手，张家
巧应古田县商务局邀请，自去年以来为当地 800
余名电商从业者累计开展 14 期公益培训。“从原
先的亲力亲为，到渠道端的大量投入，再到当前
本土电商人才辈出，引流成本不断下降的同时，
产品销路也一再拓宽。”

“银耳姐姐”的实践，正是古田探索品牌赋能
的缩影。通过推进“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
程，古田现已建成 1个县级“村淘运营中心”、51个

“村淘服务站点”；同时，实施商标品牌发展战略，
打响“十方田”区域公共品牌；在县级食用菌电子
商务创业园培育了电商企业 412 家、电商店铺
2743家，实现线上线下“四位一体、多维互动”。

秉承“以三产聚二产促一产”的理念，古田正
在谋划建设中国食用菌之都现代产业园。依据规
划，该产业园将坐落于产业优势明显的大吉片
区，下设中国菌菇总部经济中心、交易中心、冷链
仓储物流中心、会展中心、种业中心、培训中心、
文旅中心、数字研发检测中心等九大中心，做大
做强产业承载的园区平台，为三链融合注入强劲
动力。

久久为功，滴水穿石。代代古田菌菇人的勤
劳果敢从大地走向厂房，由田间迈向云端。“力争
到‘十四五’末，食用菌全产业链产值突破 350 亿
元。”——目标笃定，一如翠屏湖畔傲然绽放的朵
朵菌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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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翠屏湖畔，水汽氤氲，既引游人
纷蝶蜂，也获菌菇偏爱。

以菌立县，是古田背靠优渥环
境所拥有的自信，亦是历代菌菇人
矢志不移的传承。自上世纪中叶以
来，该县在全国率先掀起银耳、香
菇、竹荪、黑木耳、茶薪菇生产的“五
次浪潮”，朵朵菌菇是当地名副其实
的致富之源。

一组数据，足以说明食用菌产
业对于古田的重要性。2022 年，全
县食用菌总产量 91 万吨（鲜品），产
值 62 亿元，产业链总产值 235 亿元；
食用菌经营主体 3788 家，带动 8 万
多农民创业就业；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超过 2.4 万元，连续 19 年居宁
德市第一。

成绩单的背后，古田也曾经历
菌林矛盾的困扰、工厂化栽培的艰
辛、菇价腰斩的窘境，但紧扣创新支
撑的主线，终究促成一、二、三产发
展相得益彰，产业链、供应链、价值
链“三链”深入融合的局面。

近日，记者走进古田，探寻这
座县城铸就“中国食用菌之都”的
光辉历程。

银耳丰收银耳丰收，，村民在进行挑拣村民在进行挑拣。。 李鸿驰李鸿驰 摄摄

古田菇棚“光伏+”项目示范点 （资料图片）

农户在菇房采摘袖珍菇。 严振龙 摄

工人在食用菌精深加工车间忙碌。 泉国川 摄

学思想学思想 强党性强党性 重实践重实践 建新功建新功
——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