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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用菌之都”古田县翠屏湖畔，
从山顶往下看，上千个高山菇棚成为一
道独特的风景线，与四周的湖光山色相
得益彰。时下正值银耳收获的季节，走进
菇棚里，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一朵朵蘑
菇如花一样绽放。

这里的 60 多处银耳培植基地、1066
座高山菇棚，都是由福建古田康亿达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联手菇农搭建的。菇农罗丽
娟对记者说道：“原来种银耳，技术、管理
跟不上，产量低，品质等级不高，干一年也
就挣点辛苦钱。如今大不同，在康亿达的
带领下，我们培育出了‘金燕耳’！”

康亿达董事长陈清华介绍，多年来，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与康亿
达“科企联手”，采用病虫害物理防控技
术，有效保障银耳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基
质营养优化，筛选出适宜银耳生长的栽培
配方，研究预熟化银耳耐热菌芽孢杀灭技
术等。在此基础上，康亿达推行“企业+村
集体+合作社+农户”等联农带农发展模
式，直接带动 300 多人走上致富路，促进
银耳产业向绿色可持续方向转型升级，实
现跨越式发展。

全程绿色栽培的挑战

在食用菌领域深耕 30 余年，省农科
院食用菌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林衍铨带领
团队，在灵芝、绣球菌等菌种研究领域成
绩斐然。但他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
会和银耳结下这么深厚的缘分。

银耳在福建省内广泛种植，“物美价
廉”是它的标签。“银耳是真菌伴生菌的代
表之一，自然条件下，银耳必须与香灰菌伴
生。这也意味着，银耳比其他食用菌种植难
度更大。”林衍铨说，“另一方面，传统观念
也严重制约着银耳产业往高端发展。”

陈清华对此感触颇深。
2017 年，陈清华创立“金燕耳”品牌，

在古田县翠屏湖畔海拔 600~1300 米的群
山中设立银耳核心产区。但是，他马上就
意识到发展银耳产业的重重困难。

产业链分散，是陈清华发现的第一个
问题。“菌种培育、菌包制作、栽培……每
个环节分得很细，都是不同的人在负责，
导致发现问题也难以找到责任人。”

此外，银耳品质不稳定，要么有病虫
害，要么质量不佳，种植户的技术也参差

不齐。“这批的品质跟下一批的往往不一
样。”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陈清华经常收到
各种投诉，每天都很头疼。

品质不稳定，意味着产品不安全，自
然也跟高端市场无缘。这也是 2020 年他
找到林衍铨寻求良策的主要原因。

当时，林衍铨只问了一句：“你是真认
真，还是假认真？”

“自然是真认真。”陈清华毫不犹豫。
他并没有想到，因为这个“真认真”，后来
需要付出上千万元的代价。

“我们必须走全新的高品质银耳发展
道路。首先需要摸清楚哪些虫子喜欢银耳，
从根源上找准‘对手’，方能有的放矢，拿出
不施农药又能防虫的对策。”林衍铨说。

说干就干，陈清华第一个找的人，就
是菇农罗丽娟。

在古田县泮洋乡凤竹村的一个银耳
大棚里，整齐排列的 8 层木架上长满了白
花花的银耳。拨开一层层耳花，罗丽娟就
能根据银耳长势、长相判断它们是否需要
通风、喷水等管护。

当陈清华说“今年的银耳不需要打
药”时，罗丽娟觉得是一件天方夜谭的事
情，“银耳很香，会引来各种各样的虫子，
为了保证它的产量，以往不可避免需要适
当打药”。

但“绿色+有机”模式种植银耳，决不能
扯上农药。“所有损失我们来赔。”听到陈清
华的这句话，罗丽娟才决定一试。而后，更
多的菇农也加入到这场庞大的试验中。

“科企农”的共建共赢

2021 年 7 月，省农业科学院与康亿达
共建的“康亿达银耳产业研究院”挂牌成
立。这是全国首家“科企合作”的银耳产业
研究院。

挂牌之后，一场“大战”开始了。
林衍铨团队往返于田间与实验室，广

泛搜集古田县目前所使用的银耳生产菌
种，用不同的配方将不同的菌种放在实验
室中培植，查看长势情况。“找到了！”在第
27 份材料中，团队初步发现了适合在古
田生长的优质菌种。

与此同时，在罗丽娟等菇农的大棚
里，蚕食银耳的虫子与日俱增。半年后，林
衍铨团队找到了防虫新办法——给菇棚
盖上不影响通风的纱帐，指导罗丽娟等菇

农高频巡视，上手捉住“漏网之鱼”，才终
于止住虫灾。

在这场试验中，人工成本、生产成本
水涨船高。因为取消打药，菇农收成不到
以前的一半。这些都需要陈清华来埋单，
综合算下来，公司亏损达 3000 多万元。陈
清华顶住了压力，“这时我才理解了林老
师所说的‘真认真’。但我没有退缩，食品
产业要长久，要向高端发展，就必须要保
证食材的安全。”

经过两年多的艰辛探索，科学家、企
业家、菇农的配合越发默契了。

根据银耳生长习性，林衍铨团队选择
在不同海拔高度使用多种创新办法栽培银
耳。如，冬春季在中低海拔区种植，夏秋季
节在高中海拔区种植；培养基加入茶油籽
壳、茯苓、莲子粉、桑葚枝等多种配料，同传
统方法比，种出来的银耳口感更软糯绵滑，
营养价值更高；采用病虫害物理防控技术，
有效保障银耳产品质量安全等。

“我们陆续规范了银耳栽培季节、栽
培场地选择及布局、菇房要求、原料要求、
栽培配方，以及制袋、发菌、出菇管理、采
收和病虫害防治等工艺流程，为提高银耳
原料的稳定性、一致性以及可追溯性奠定
了基础。”林衍铨说。

陈清华的步伐也迈得更大，从选种育
种到培养基的研制，从菇棚的搭建到种植管
理……他采取“企业+村集体+合作社+农
户”的抱团发展模式，每一个环节都有严
格的标准，并逐步完成银耳行业首家全产
业链布局，形成古田产业平台与深圳市场
平台“双总部驱动模式”，实现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

在此带动下，罗丽娟等菇农的种植
技术更科学了，收入也更稳定了。“我们
免费从康亿达那里拿菌种与养料包，在
专业技术指导下培育，待银耳收获后按
照 约 定 价 格 卖 给 企 业 。”罗 丽 娟 粗 略 统
计，自家菇棚里 4 万株银耳，全程不打农
药，虫害率还不到 5‰。“以前追求产量，
现 在 更 追 求 品 质 。跟 以 前 比 ，不 仅 风 险
更 小 了 ，价 格 还 变 高 了 。”据 了 解 ，3 年
前古田的鲜银耳价格在每公斤 32 元左
右，如今已上涨至 46 元左右。

“去年，公司培植高山生态有机银耳
1000多万棒，年产高山生态有机银耳 3000
多吨。”陈清华说，“合作菇农平均每户年
收入 15 万~20 万元，平均年增收 6 万~8 万
元，其中好的可达30万~40万元。”通过“科
企农”携手，在这场高山上的银耳种植试
验中，他打出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科企农”携手

打响古田银耳的品质翻身仗
□本报记者 林霞 通讯员 张明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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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县这场“科企农”的合作，在从源
头至加工的整条产业链上，都构建起了产
学研用紧密结合、上中下游有机衔接的协
同协作机制，实现绿色化种植“从菌种到
产品”的闭环。

其间，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帮助制定了
银耳干品加工生产技术标准及管理流程，
实现企业“有标生产”；原本分散的菇农得
到了专业技术指导，在企业的兜底和带动
下，一改传统依赖农药的培植方式，实现
种植技术和理念的变革；企业敢于以“绿
色发展”为核心进行产业链布局，有效把
控产品品质，推动上下游协同发展。

在这场实践中，科技工作者用专业知识

和技术钻研出更科学的发展模式，企业用破
釜沉舟的勇气推动技术革新，菇农用认真负
责的态度配合试验，三方携手打造一条绿色
粮食全产业链，不仅成功生产出安全的食材，
还提升了银耳的附加值，最终实现“三赢”。

这也充分说明，农业绿色发展需要“产
学研结合、农企对接、多方联手”。期待我省
通过建设更多优质培植基地，完善生产制
作流程，并制定规范体系，科学选棚、科学
选人、科学培植，引导更多企业将农户作为
共发展、同富裕的利益共同体，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统筹产业链内外基础设施改
造和区域全面发展，让银耳成为福建的一
张闪亮的名片，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农业生产绿色化需要多方默契携手
□本报记者 林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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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亿达工人正在罐装烘干的银耳。

初冬时节，在屏南县熙岭乡四坪
村的田垄山间、房前屋后，随处可见火
红的柿子挂满枝头，映衬着古村落的
黄墙黛瓦，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一树一树的柿子，让四坪村成为
冬日的网红“打卡地”，一批又一批游
客和摄影爱好者慕名而来，赴一场喜

“柿”之约。“这里不仅景色美，空气也
清新，红彤彤的柿子挂满枝头，就是一
抹别样的‘柿’情画意，真不虚此行。”
漫步乡村小道，来自福州市的游客何
女士有感而发。

游客竞相到屏南体验“诗和远方”，
得益于当地下大力气做“+旅游”“旅

游+”大文章，打造全国一流的乡村文
旅康养基地。“对比往年，今年的游客流
量增加了差不多两倍，熙岭乡文化创意
产业片区最高一天的游客量超过 3 万
人次。”熙岭乡组织委员陈文林说。

本报记者 单志强
通讯员 甘叶斌 摄影报道

屏南乡村游
正是好“柿”节

本报讯（记者 张颖 通讯员 李翔 苏加庆） 24 日，鹰厦铁
路华安城区段外移工程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标志着这段铁路建
设已基本完成，距离线路开通运营更进一步。

静态验收包括专业现场验收和静态综合系统验收，是新建
铁路工程竣工验收的重要环节，由铁路建设单位组织验收工作
组，确认工程设计完成且质量合格，系统设备安装并调试完毕，
是对工程建设质量、设备安装调试质量的全面“体检”。

鹰厦铁路华安城区段外移工程于2020年开工建设，线路自既
有鹰厦铁路绵良站至华安站区间改出，截弯取直后，于溪南坂站北
端并入既有线路。工程新建铁路12.53公里，桥隧比达94.38%，包含
3座桥梁、5座隧道，涉及2个既有车站改建，新建华安站1座。

工程建设完成后,将进一步助力华安县城市规划建设，对带
动沿线山区资源开发，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城市建设品
质、改善人居环境、优化铁路运输条件等具有重要意义。

鹰厦铁路华安城区段外移工程
进入静态验收

本报讯（记者 黄小英） 近日，第三十届中国（南靖）兰花博
览会在南靖举办。这也是兰博会首次在县级城市举办。

开幕式上，相关领导、嘉宾分别为本届获得国兰、科技兰、兔
儿兰等三大类别共计 400 多个奖项的获奖单位和个人代表颁
奖；6个项目现场签约，项目总投资 10.5亿元。

本次兰博会由中国花卉协会兰花分会主办，以“兰香土楼·
五福南靖”为主题，其间举行一系列兰花专业活动及文化活动。
本次兰博会共设三个展区，展馆总面积约 6000 平方米，展示了
约 6000盆精品国兰。

第三十届中国（南靖）
兰花博览会举办

本报讯（记者 郑璜 通讯员 辜馨豪 黄忠族） 冬来橘满
香，丰收采摘忙。记者从泉州海关获悉，2023—2024 年出口产季
从 11 月 16 日启动以来，已有 96 批次、2403 吨的永春芦柑出口东
南亚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同比分别增长 31%、33%，本产季
出口预计将持续到明年 4月底，预计出口量将达 5万吨。

据了解，永春现有柑橘种植面积 12万亩，总产量约 28万吨，
其中近 20%供出口。近年来在海关的精心帮扶下，永春县柑橘出
口产业形成以芦柑为主，沃柑等品种协同发展新格局，已成为永
春县农业的优势产业和主要创汇来源，促进农民增收，助力推进
乡村振兴。2022—2023产季永春柑橘出口量为 3.7万吨。

泉州海关在前期调研发现，本产季芦柑出口量预计将比上
产季增长 30%，加之芦柑属易腐烂商品，国外检疫要求高，具有出
口时间急、时效性强等特点。为此，海关部门加强与永春农业等
部门协作，成立工作专班，推动辖区注册登记果园 100%纳入农
业部门“一品一码”可追溯系统，指导农民科学合理使用农药进
行病虫害防治，并严格落实出口前有毒有害物质检测措施；针对
新产季开始前新增申请出口注册登记果园、包装厂数量多等情
况，推行“海关系统受理与现场专家考核并行”机制，确保符合要
求的 46家企业及时取得注册登记资质；此外，今年新上线的海关
属地查检业务管理系统，让企业实现了在线预约查检、在线申请
电子底账、在线申请检验检疫证书，压缩通关出证时间 20%以上。

永春芦柑热销“一带一路”

本报讯（记者 黄琼芬 通讯员 郭菲凡 柯铭鼎）“我们公
司与泉港某公司因工程款纠纷向泉港法院申请执行，法官在立
案后第二天就找到我们了解情况，最终在法官的组织协调下，对
方表示年前先到位 30 万元款项，剩余每月分期偿还。”日前，泉
港区后龙镇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经营人员林女士对泉港区法院
表示由衷感谢。

近日，泉港区法院工作人员走进该公司，了解了企业工程款
纠纷案后续收款情况。据了解，在处理该案件过程中，本着善意
执行理念，承办法官向双方当事人发出《执行和解建议书》，并反
复组织沟通协商，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一致和解协议，助力企业生
产经营。

为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近年
来，泉港区在全省首创“两书一函”制度，最大限度降低执行措施
对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的不利影响，为企业发展提供法治保
障。据了解，“两书一函”制度就是通过发布《执行和解建议书》，
在执结案件的同时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向主动
履行义务的企业出具《主动履行证明书》，激励被执行企业主动
履行，实现申请执行人的胜诉权益；发出《失信警示函》，对企业
进行郑重提醒和履行督促，减少企业因信息不对称等客观原因
成为失信被执行人等情况。

“该制度从和解建议、守信激励、失信警示三个方面服务营
商环境，帮助企业在执行案件中达成和解、修复信用，减少因执
行案件产生的负面影响。”据泉港区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刘一震
介绍，截至今年 10 月，泉港区共发出“两书一函”79 份，促进 32
件涉企执行案件妥善解决，执行到位金额 1173.5万元。

泉州泉港“两书一函”
助力法治营商环境优化

“绿色+有机”模式种植的银耳成品

本报讯（记者 林泽贵） 智慧农业机器人、秒享换电、多模
态口腔设备、肿瘤居家早筛及复发监测……11 月 22 日—24 日，
厦门市 2023 年优秀创业项目评选暨“创享厦门”创业创新大赛
决赛举办，经过 3天的角逐比拼，共有 5个优胜项目脱颖而出，夺
得一等奖。

大赛以“资助优质创业项目，激励优秀创新人才”为主题，自
10月启动项目征集以来，共有 321个项目报名参赛，数量创历史
新高。参赛项目围绕厦门“4+4+6”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突出专
精特新、独角兽、小巨人企业培育引导，推广性强，具有很好市场
前景。经过资格审核、专家初评、现场核查等环节，共有 50 个项
目进入最后一轮决赛。最终，赛事共产生了一等奖 5 名，资助奖
金各 10 万元；二等奖 15 名，资助奖金各 5 万元；三等奖 25 名，资
助奖金各 3万元。

为进一步深化优秀项目推广成果，大赛后，厦门市人社局将
于 12 月 12 日举办创业项目推介会暨“源来好创业”青年创业资
源对接会活动，依据本次大赛书面评选成绩排名，择优精选 120
个优秀项目现场展示推介，同时开展孵化基地、贷款风投融资、
专家指导咨询等资源对接服务活动。大赛一、二等奖项目还将纳
入下一届“中国创翼”省级选拔赛选拔对象范围，与下一届“中国
创翼”市级选拔赛获奖项目共同竞争省级选拔赛推荐名额。

“创享厦门”创业创新大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