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日报记者潘璐

在武汉市农科院北部园区，有一座食用菌展示馆，里面展示
了林芝、桑黄、金耳等一批珍稀食用菌种，以及生产食用菌的最
新农机“食用菌旋转苗床”。近日，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首
席科学家谭琦研究员在此参观后评价道：“通过这个展示馆，有
利于把优质的菌种推广出去，提高武汉以及湖北食用菌栽培机
械化程度，同时利用有武汉特色的废弃物制作菌棒原料包，做好
循环经济这个题目。”

长江日报记者随之走访了武汉以及湖北的一些食用菌工
厂，看看武汉食用菌科技力量为整个行业带来的变化。

优质菌种集中制棒 机械化种植简单高效

在宜昌市远安县，湖北森源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工厂
里，6月份正是生产淡季。“到八九月份，周边的菇农和小型合作
社，就会到工厂来拖菌棒。种香菇拿我们的菌棒，种植简单又高
效。”森源公司技术负责人说。

远安县森林覆盖率高，种植食用菌的原料丰富，一直有种植
食用菌的传统。但是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减少，制作菌棒这种体
力活成为食用菌行业发展的瓶颈。

武汉市农科院科技特派员刘高磊告诉记者，从 2020 年开
始，武汉市农科院蔬菜所食用菌研究室就在这里推广集中制棒、
分批出菇的技术。

在工厂里用流水线制作菌棒，填料、装袋、冷却、接种都是机
械化操作。“举个例子，人工菌棒进行灭菌需要3天时间，而机械
化工厂灭菌只需要5个小时，效果也比人工灭菌好。不过，这种
方法需要优质的工艺加持才能成功。所以科技特派员和森源对
接，负责生产的流程和工艺的把控。”刘高磊说，“经过四年时间，
这个技术日趋成熟。除此之外，我们院还给食用菌企业提供纯

度高的原生菌种。普通菌种可能生产几千棒菌菇纯度就不够
了，我们的菌种如果管理好，可以生产上亿棒。”

森源公司此前生产香菇都是采用自己的品种，但现在的主
流品种，是武汉市农科院推广的“申香1513”。“作为国家食用菌
体系中的一员，我们可以站在食用菌研究的高处，去了解更多的
好品种，去推广这些品种。”武汉市农科院蔬菜所食用菌研究室
负责人马晓龙说。

森源负责人把“申香1513”和普通香菇对照，前者明显个头
整齐，菇上的“花”更明显，肉质更厚实。“我们的菌棒卖给农户种
植，利润较低，农户种得好，我们也会收购他们的产品，集中销
售，这样这个产业才会做大做强。”森源负责人说。

就地取材莲子壳做菌包 控制温度夏季一样出菇

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的武汉岁岁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目前正是平菇出菇期。这批平菇有1000斤左右。公司负责
人王贤江介绍，绝大多数食用菌不耐高温，所以夏季不是常规的
出菇季节，但是采用工厂化培育，控制温度，高温天气一样可以
出菇。“我正在联系8月制作菌菇包所需的材料。从武汉和周边
地区购置莲子壳，放入平菇菌棒，会让平菇长得更好。”

马晓龙告诉记者，在大食物观的背景下，菌菇的消费需求日
益增加。除了一些珍稀菌菇，需求量大的就是平菇、金针菇、香
菇这些主推品种。它们出菇时间短，技术成熟，产量高，种植的
规模也大。“但正因为如此，利润也在下降。就以武汉年产量4
万余吨的平菇为例，原材料里需要用棉籽壳。以前江汉平原产
棉花，但随着棉花种植往西部迁移，棉籽壳的售价从几百元一吨
涨到几千元一吨，造成平菇种植效益下滑。”

武汉市农科院的专家利用本地常见的废弃物莲子壳替代棉
籽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王贤江说，虽然莲子壳在菌棒里的添
加量只有10%—15%，但因为加强了平菇菌棒的透气性，可以缩

短平菇菌包的生产周期，增加产量。
“一个普通菌棒能产两斤多平菇，我们的特制菌棒能产三斤

多。公司每年除了自用外，还生产40万—50万个菌棒供周边农
户使用。”王贤江表示，下一步，将和市农科院积极对接，引入优
质的竹荪和赤松茸，填补冬季和夏季食用菌生产淡季的市场空
白，让工厂出菇设备更加物尽其用。

“制作菌棒就是变废为宝的过程，我们食用菌研究室研究出
莲子壳加入菌棒、中药渣加入菌棒，随着武汉市瓜蒌种植面积的
扩大，我们正在研究把瓜蒌废弃物加入菌棒。废物利用可以让
食用菌的生产成本更低。”马晓龙说。

立体栽培采收简单 万棒菌菇一人管

在湖北省十堰市香蕈科技有限公司，一间厂房里放置着一
台机器，只需要一位工人操作这台机器，就可以完成1万棒菌菇
上架、微喷灌溉、施肥、现场巡检、日常管理、采收、下架等全部工
作。

武汉市农科院农机所高级工程师廖剑告诉记者，这台机器
是农科院研发的“食用菌旋转苗床”，它的优点是立体栽培，节约
空间，种植品质好，采收更简单。“这台机器上有486个篮子，每
个篮子里放20个左右菌棒，50平方米的地方，就可以生产近万
个菌棒，是普通菇房的两三倍。篮子在机器上会根据需求变换
位置，满足菌棒的通风要求，这样生产出来的食用菌品质更好。
采收时，工人只需要站在固定的位置，篮子转人不动，采收就完
成了。”

据了解，该设备目前已经在武汉、十堰以及湖南、广西等地
推广使用，提高了香菇和平菇的产能和效率，节约了人工。“这个
设备已经上了武汉市农机补贴名录，我们本月正在申请进入湖
北省农机补贴名录，进入名录会有利于机器的推广，让更多食用
菌企业利用它节本增效。”廖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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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记者余康庭
通讯员程莉 吕巍

“陈爹爹，这几个月的
收入稳定吗？”“郭阿姨，家
里茶叶、鸡蛋、桃子，不愁销
了吧？”“教育是最好的投
资，今年暑期我们继续办好
爱心托管班，欢迎孩子们报
名。”……6月11日下午，武
汉市委党校、国药动保集团
驻新洲区凤凰镇四屋湾村
工作队村“两委”，一起在村
党群服务中心与村民代表
进行交流，向村民征集帮扶
工作结对“认亲戚”办实事
的“金点子”。

环境脏乱差、没有好产
业、村民意见大……曾经，
四屋湾村是新洲北部有名
的“落后村”，然而，短短几
年，这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村庄洁净、产业
兴旺、村民富足。

结对帮扶“认亲戚”
解决村民“烦心事”

“我们市委党校的 187
名教职工，已经与村里的
187 户 农 户 一 对 一‘ 结 对
子’‘认亲戚’。这不，端午
节前，市委党校教职工代表
还带着20箱衣物、书籍、玩
具、小家电、生活用品等物
资来到村里，给结对的‘亲
人’送来端午问候。”武汉市
委党校、国药动保集团驻四
屋湾村工作队队长邹明告
诉长江日报记者，今年 3
月，驻村工作队向派出单位
建议，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深化共同缔造，学习运
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
作经验，创新开展一人一户“结对共同缔造 推进
乡村振兴”活动。

“把帮扶责任精准细化到个人。不仅驻村工
作队在基层压实责任，还通过市委党校教职工与
农户一对一‘认亲戚’，帮助农户解决实际困难。”
邹明说，两个多月来，结对帮扶“认亲戚”活动已经
完成了8批次走访，共有23个党支部的187名教
职工带着大米、食用油、牛奶等生活物资走进结对
农户家中，帮助留守老人整理院子、打扫卫生，与
村民拉家常、问冷暖。

前不久，市委党校工作人员邓金龙在与“村民
亲戚”郭爱蓉拉家常时，听到郭爱蓉诉苦：“今年我
们家自摘自炒了一些明前凤凰新茶，但没有销售
的‘门路’，每天去镇子上摆摊也没卖出去多少，再
卖不出去就要糟蹋了！”邓金龙向驻村工作队、市
委党校反映了这一情况，很快，市委党校教职工自
愿在郭爱蓉家“团购”了 18.75 斤茶叶，价值 7500
余元。对于“亲戚”们的帮助，郭爱蓉既感动又兴
奋：“有了大家的爱心助力，我们的日子一定能越
过越好！”

整治环境引产业
办好民生“大事”

“这两年，我们村的变化特别大，生活环境肉
眼可见地好了起来。”家住四屋湾村陈伯阶湾3号
的村民陈生发颇有感触地告诉记者：“以往我家门
前的荒地被建成了共享菜园，村里狭窄的泥巴路
改成了沥青马路，亲戚们来串门，都羡慕得不得
了！”

“村口的塘堰变化也很大。”村民陈艮付介
绍，以前村湾里有几处塘堰水质较差且没有护
栏，既没有实用性，也缺乏观赏性。去年，驻村
工作队和村“两委”筹措资金，对塘堰进行集中
清理，加装景观围栏，并在周围铺上步砖，画上

“幸福美丽四屋湾”创意墙绘。如今，村湾入口
处的两处塘堰修整一新，环塘道两旁的绿植和
共享菜园更是拉近了人与环境的距离，成为村
民休闲的好去处。

乡村要美，更要长期美，稳定的村集体收入，
是维持“长期美”的必要前提。邹明告诉记者，近
年来，村里把人居环境和产业发展列为民生“头等
大事”。去年底，经过驻村工作队多次邀约、对接，
武汉山湖农业到村洽谈，与村里达成协议，流转
600余亩地种植玉米、小麦。今年，驻村工作队和
村“两委”共同努力，说服“能人”陈大平回乡流转
200亩地，打造黄牛养殖牧场。

四屋湾村村党支部书记郭银华告诉记者，这
两大产业在村里正式落地之后，每年村里将能够
收到超过24万元的土地租金。

产业的发展，还意味着村民在家门口便能就
业。现在，村里的玉米、小麦种植基地，每天都需
要10多名村民上工，工作一天就能拿到100元的
务工费。70岁的村民郭国顺说，农忙时在基地做
些打药、除草等杂工，平均每天能赚100多元，“现
在一个季度赚的钱，比过去一年的收入还多，大家
伙都干得有劲”。

环境变美了，钱袋子鼓了，不少年轻人看到家
乡的蜕变，纷纷返回村中参与建设、自主创业。村
民陈涛是名“90后”，以往在外务工，听说村里建
起了种养殖产业园，今年便回到村里，干起了农用
车运输的业务，每年收入可达5万余元。“村里环
境好了，生活跟在城里一样，赚的钱不比在外打工
少，生活开销却少得多，钱更能存得住，在家就能
过上好日子，肯定要回来！”陈涛说。

长江日报讯（通讯员王璐）2024年武汉市植保无人机飞防
技能竞技赛近日在武汉市农科院北部园区农机实验中心举
行。本次农机专业职工技能竞技赛以“书香润乡村，农机焕新
质”为主题，以赛会友促交流，以技为媒展示职工技能。同时，
本次竞技赛活动也是“武汉市2024年新时代乡村阅读季”的系
列主题活动之一。

本次比赛分为配药技术竞技和全自主作业飞行竞技两个
环节，12位选手两两搭档，协同作业。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激烈
角逐，经裁判组综合评判，武汉权全茂种养殖专业合作社选手

获得冠军，郭家台农机专业合作社等单位的选手分获亚军和优
秀奖。

活动现场，武汉长江蔬菜传媒有限公司结合武汉地区农
业生产实际，向武汉各区农机推广站捐赠书籍数百册，引导
鼓励基层农机科技人员进一步强化自身业务能力，提升科学
文化素养，以适应现代农机“智改数转”的文化需求，培育农
业新质生产力。武汉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向各区发放了数字
农家书屋推广指示牌，助力现代智慧农机的推广普及和转化
落地。

武汉举办植保无人机飞防技能竞赛

■长江日报记者蔡梦娅

在武汉加快推进“三个优势转化”中，如何持续做好“三农”
新闻传播？6月4日，《大地》武汉乡村振兴周刊2024年度通讯员
培训活动，在新长江传媒大厦举行。来自市、区、街道农业农村
部门、农业龙头企业等通讯员代表参加培训，收获满满。

在武汉市农委、《大地》武汉乡村振兴联席委员会的指导下，
培训活动邀请到长江日报主任记者朱建华、资深记者贾代腾飞，
从新闻写作、新闻视频两个方面，精彩授课。

朱建华以“从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看三农报道如何守正创

新”为题，精心剖析了《女“麦客王”出征陕甘宁》《629户人的藏乡走出
359名大学生》《臊子书记》等9个中国新闻奖“三农”题材的获奖作
品。从作品的时代背景，到作者的写作视角，深入浅出地带着通讯员
走进作品故事，感受作品情感，思考作品深意。

贾代腾飞以“短视频如何不‘短视’”为题，为大家带来了一场丰
富而震撼的视角体验。由长江日报国际传播中心拍摄的武汉城市宣
传片《云在蓝天水在城》，为什么能在第五届德国中国电影节上荣获
最佳城市推介短片奖？讲述一位武汉餐饮店主与来吃爱心套餐的客
人之间故事的短片《一碗“体”面》，怎么成为年度爆款？阔别三年，武
汉动物园焕新回归，官方形象片中2000位“大自然的居民”在墨水湖

畔、三镇中央、湿地之上，野性奔腾、活力灵动的生息画面，创意
从何而来？贾代腾飞用“眼前一亮、心头一暖、为之一振”12个
字，为大家带来短视频拍摄策划的启迪。

三个小时的培训活动，让通讯员意犹未尽。蔡甸区张湾街
道宣传员朱碧春表示，《大地》通讯员培训内容干货满满，让自
己学到了在与群众面对面交流时，如何更好地寻找有价值、有
温度的新闻线索。黄陂区蔡店街道办公室主任梅宇多次获得

《大地》周刊优秀通讯员称号，他表示，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将努
力创作出更加生动、更接地气的新闻作品，并通过《大地》周刊
宣传，为蔡店街道发展创造更多传播新途径和新机遇。

据介绍，自2021年9月23日《大地》武汉乡村振兴周刊创刊
以来，在市委农办、《大地》周刊联席委员会指导下，周刊已经建立
起一支“市区街（乡）村”四级“三农”通讯员队伍。大家活跃在武
汉乡村一线，为周刊提供线索，推出了一批优秀报道，社会反响强
烈。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大地》周刊稿件被全国重点媒体、央
媒、知名网络媒体转载发布，新媒体平台传播总量超过1亿。

学习新技能 让“三农”传播更有力量
《大地》周刊通讯员培训活动举行

新质生产力·奋进中的武汉农科创新质生产力·奋进中的武汉农科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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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策划/李英波 统筹/贾蓓

这里被国家食用菌产业首席科学家点赞

武汉“蘑”力带动全省食用菌产业发展

食用菌循环式立体栽培架只需一人操作就可管理万棒菌菇。 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谭琦（女）在武汉查看珍稀菌桑黄的培育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