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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挣不到什么钱”的小木耳，如
何摇身一变成为脱贫致富的大产业？山
西中阳县精准发力，从科技投入、信息化
数字化建设等方面着手，完善产业链条，
助力农业发展，木耳种植规模逐年扩大，
今年达到 1600万棒，成为当地富民增收
的支柱产业。

冬日时节，一场雪飘落吕梁山，黄土
地一夜间白雪皑皑。从中阳县城往南20
公里，一路急弯险途，背坡的冰，得来年
开春才能消。车鸣峪乡是周边有名的观
光地，一到夏天，风光旖旎，吸引不少人
专门跑去爬山、吃莜面。
被吸引的还有王建军，他在县城打工十
几年，因木耳产业回到了车鸣峪乡。他
说，在家门口，看到了希望。

7亩地，栽上木耳种出希望

王建军出生在中阳县车鸣峪乡晋州
营村，今年 46岁。从小他的右眼就完全
看不见，左眼的视力只有0.04。

26岁时，刚结婚的他来到了县城，在
一家铁厂找了个门房的活儿，每月工资
300元钱。干了不到几年，又换了别的工
作，靠着打工挣的钱，把儿子供上了大
学。

2018年，在同村人的鼓励下，王建军
回村承包了 7亩地，开始种植木耳。当
时，经过长期调研，中阳县下决心把木耳
产业作为脱贫攻坚、振兴乡村的主导产

业，扶持力度很大。“两块多钱的菌棒，补
贴下来只要五角四分钱，每亩地还补贴
3000元。”王建军说。

当时，夏天最忙的时候，他和搭档王
建文忙得脚不沾地，却无比充实。“乡里
的技术员每天骑着摩托车来，指导怎么
浇水、何时采摘，我们渐渐知道，采摘期
要抢时间，一看天不对要下雨就赶紧准
备塑料布覆盖上。”

中国食用菌协会副会长、山西农业
大学教授常明昌介绍：“中阳县的黑木耳
菌棒采用本地核桃木、枣木等，成本低、
相对适合本地环境。因为是新种植，病
虫害相对较少。加上黑木耳当年生、见
效快，能够有力带动增收。”

不知不觉中，王建军他们成了第一
批“吃螃蟹的人”。再见他时，他还是身
体瘦削，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精气神却
很足。“最近不忙了，木耳也都卖出去
了。”王建军说，“比打零工好多了。今年
收了3茬，晾干后收了7000斤左右，十几
万元的收入是有的。”

25座大棚，合作社迈上新台阶

和中阳县城相比，车鸣峪乡平均温
度更低。39岁的吕华平站在院子里却不
觉得冷，爽朗一笑在空气中“哈”出一道
白雾：“今年啊，投资基地的钱是挣回来
了！”

吕华平是曾经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如今带着民兴农牧合作社的社员们建成
25座木耳大棚。锃亮的皮鞋、帅气的夹
克，言谈之间吕华平充满自信。

中阳县森林覆盖率 56.6%，林草丰
密、早晚温差大。早在 2016年，山西省
委统战部帮扶中阳时，就提出围绕自然
禀赋发展黑木耳产业的想法，先后举行
了 30余次产业专题调研和论证。两任
县委书记前后接力，推动木耳产业落地
生根。

2018年，中阳县在车鸣峪乡试种棚
栽、地栽黑木耳，很快形成规模。到2019

年，中阳县已栽植黑木耳 282万棒，采收
干木耳 29.45万斤，带动 868名脱贫人口
人均增收 2000元，王建军就是受益者之
一。

吕华平虽然身处车鸣峪乡“近水楼
台”，却没有抢到“第一棒”。“我们村之前
也有种椴木木耳的，这种木耳产量低，只
能在家里自己小打小闹、自给自足。”看
到王建军等人干劲十足，吕华平意识到，
种木耳也能赚到钱。

“要种就多种一点！”当时，他刚牵头
成立了民兴农牧合作社，雄心勃勃地想

干事创业。经过开会讨论，他们作出贷
款上棚栽木耳的决定，事业也就此上了
一个新台阶：“组织方式由个人变成合作
社，种植规模更大，种植方式和管护方式
也更加科学。”

和地栽木耳比，棚栽木耳优势明
显。在石家沟木耳基地的大棚里，从棚
顶垂下来一串串“珍珠”，每条线上挂着7
棵木耳棒。“这种方式产量更大、更稳定，
也更方便采摘。今年只收了两茬，就卖
了近50万元。”吕华平走进库房，朝墙角
努努嘴：“今年就剩这三五袋干木耳自己
吃，其他的都卖了。”

1600万棒，木耳产业链正在形成

吕华平的底气，源于周边正在形成
的产业基础。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原材料预湿和
拌料车间，木屑通过地下的传送系统运
输到下个车间里面，减少扬尘。”伴着车
间机器声，位于车鸣峪乡的腾宇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厂长任育红提高了嗓
门，“现在是产菌棒的关键时期，必须满
负荷生产，才能保证明年开春的种植。”
这个龙头企业不仅每年为周边乡镇提供
1000万菌棒，而且提供统一接种、技术指
导、产品回收等服务。

数字化助力木耳种植。走进智能出
菇室，淡淡木屑香味沁人心脾。公司总
经理许建光说：“这里一共有 5 个模拟

仓，主要模拟中阳5个乡镇的湿度温度，
查看出耳效率。”他们成立了由 20余名
专家学者组成的中阳县食用菌技术服务
团队，实现了从菌种研发、菌包生产、高
效栽培、菌糠利用、精深加工及产品销售
的全产业链覆盖。

“前期引导很重要，需要政府统一规
划、补贴、技术指导。”吕梁市委常委、中
阳县委书记赵沂旸介绍，还需完善补贴
政策，从科技投入、生产体系完善、信息
化数字化建设等10个专项精准发力。

2020年 8月，第五届全国（山西·中
阳）木耳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召开。中阳
县黑木耳产业发展总体规划也已出台。
走在中阳县的大街小巷，处处是关于木
耳的广告牌。中阳县黑木耳产业发展中
心主任李海荣介绍，2020年，全县黑木耳
栽植规模已达到 1600万棒，预计明年将
达到5000万棒。

当地“木耳”产业发展浪潮里的每一
朵浪花，真实而清晰。

现在，每天晚上回到家，王建军会打
开手机凑到眼跟前，6岁的女儿趴到他胸
口，父女俩一起看直播，他说那是一天中
最幸福的时刻。

吕华平也当起了家乡的推介人：“到
明年夏天，木耳小镇建好，不光有好风景
看，还有好木耳吃，保证让你来了不想
走！”

（人民日报）

养鸡产业具有周期短、成效快等特点，同时节粮型蛋鸡瞄准的是我国人均
土地少、饲料资源不足的问题，非常适应广大贫困地区的气候和饲料资源特点，
是帮助贫困人口脱贫的有效方式。

种业是农业的根基。作为一个家禽遗传育种工作者，我始终把培育适合我
国广大贫困地区的新品种作为奋斗目标。这些年来，我带领团队育成“农大 3
号”节粮型蛋鸡新品种，饲料转化率达 1：1.99，获得 201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节粮型蛋鸡在全国各地得到了广泛推广，覆盖了12个省区的68个国家
级贫困县，帮助养殖户走差异化养殖的路子，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发展养鸡产业，品种要先行。为此，我们团队共培育了 7个国家级蛋鸡肉
鸡新品种。这些新品种由点到面，成了许多贫困地区的农业支柱产业，培养了
致富脱贫的产业带头人，为乡村振兴培育了可持续的现代农业产业项目。

除了培育和推广新品种以外，我还担任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
家，带领体系岗位科学家和试验站站长，分析研究贫困地区的特点和资源禀赋，
集成整合规模化养殖技术体系。体系试验站北京德青源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结合国家扶贫政策实施“金鸡产业扶贫计划”，通过近三年不断探索，开创了
产业扶贫新模式，在全国各地已有26个项目先后投产，帮助30多万建档立卡贫
困户脱贫。金鸡项目成为产业扶贫典型案例。

我国广大贫困地区还孕育着丰富的地方品种资源，藏鸡就是世界独特的高
原品种。这几年，我积极投身藏鸡的开发利用工作，曾多次赴西藏尼木、达孜、
林芝等地实地考察，克服高原反应坚持工作。尼木县自然地理环境恶劣，经济
发展落后。在我们的建议和指导下，尼木县制定了《尼木藏鸡产业扶贫三年行
动计划（2018—2021年）》，按照政府、财政、金融、企业、贫困户“五位一体”扶贫
联动原则，确立了藏鸡开发利用的有效模式，让原始“土鸡”成金字招牌。

以“精准扶贫、品种先导、技术集成、体系支撑”为基本原则，我们摸索出了养鸡产业
扶贫的新模式，我也荣获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创新奖。科技扶贫绝对不能昙花一现，
脱贫摘帽仅仅是第一步，在建立地方特色产业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各地要利
用好已经建立起来的产业基地，持续不断地培养本地人才，让产业优势落地生根。

（光明日报）

天微亮，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龙
安乡群策村就车水马龙，村民们乐呵
呵地将刚采摘的柚子装成箱，搬上
车。

“以前柚子卖不掉，现在成了抢
手货，今年光卖柚子就收入 10 多万
元。”村民唐延川说。

群策村家家户户种龙安柚，但过
去“单打独斗”不成气候，柚子并未成
为群众的致富产业。近年来，广安市
做大做强龙安柚产业，群策村的柚子
产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建标准，好技术种出好果子

广安区革新村村民唐华记得，以
前用扁担挑着柚子走 1公里多山路，
一个却只能卖几毛钱。他和村里多
数青壮年一样选择了外出打工。

广安区柚办主任江学友说，1995
年龙安柚便获得了中国农业博览会
金奖。好产业为何没让大家致富？
一次次调研后，广安找到了原因——

种植零散、缺乏管理、缺少品牌……
对症施策，振兴龙安柚的一系列

举措相继推出——标准化、规范化、
景区化基地连片发展；建立标准化生
产管理制度，成立合作社统一管理；
建立技术研发中心、重点实验室开展
技术攻关，技术服务小分队手把手教
农民技术……

很快，1 万余亩龙安柚标准化种
植基地建立起来，带动连片发展龙安
柚 25.5 万亩。龙安柚相继获得无公
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农
产品质量安全体系认证。

“有了新技术，种出的龙安柚好
看又好吃，非常受欢迎。”群策村村民
杨太渊因“柚”致富，去年柚子收入达
10多万元。

树品牌，一个柚子卖到10多元

直播带货，逛柚园、摘柚果、品柚
茶……前不久落幕的第七届广安龙
安柚旅游文化节，不仅让龙安柚声名

远播，也让柚农收获满满。
这些年龙安柚种植面积越来越

大，如何卖出好价钱？
广安打出组合拳，擦亮龙安柚

“金字招牌”——建园区、成立合作
社，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参加中国农
产品交易会等各大展会，加大对外宣
传；建龙安柚主题公园、观景长廊、旅
游环线，举办旅游文化节、采摘节，农
旅融合拓销路。

挖特色、树品牌、重营销，好柚子
卖出好价钱。“我家种了 300 多棵柚
子树，与 100 多位客户达成订购协
议。”柚农张雪梅感慨，通过龙安柚专
业合作社电商 e站，柚子日均寄件量
1000件以上，客户遍布全国各地，“今
年一个柚子卖 10 到 15 元，而且卖得
比去年还快。”张雪梅说。

强加工，龙安柚成了致富果

柚花卖给茶商做柚花茶，畸形
果、次果切片烘干后销往中药材公

司，柚果榨汁后加工为饮料……除了
卖鲜果，广安在提高龙安柚的附加值
上做起了文章。瞄准深加工，配齐冷
链物流，建起加工厂。“柚子卖给加工
厂，我有空还可以打工挣钱。”群策村
果农冯中菊增收多了条门路。

延伸产业链，广安建起 8 条配套
生产线，开发出柚花茶、柚麻饼等加
工产品 10 余种，今年又成功上市两
款龙安柚果汁饮料。截至目前，广安
龙安柚初、深加工率达 93.5%，柚子全
身都成了“宝贝”。“幼果卖了 800元，
畸形果、次果卖了 300 元，商品果卖
了 8万元。”算起收入账，冯中菊喜笑
颜开。

“吃干榨净”，广安龙安柚产业
的综合效益得到大释放。目前每亩
柚果农户收入超万元，2019年广安龙
安柚现代农业园区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 2.36万元，龙安柚成了名副其
实的致富果。

（人民日报）

嘴角沾着海盐结晶，脸也晒得黝黑，
连着好几天没上岸，陈言营咋看都不像个

“80后”。
捕捞、装箱、加冰、转运，陈言营每天

从早忙到晚，累是真累，可心里也是真
甜。经过近8个月的外海养殖，104口深
海塑胶网箱中，大黄鱼长得肥美。

“35元一斤，这价格往年不敢想。”陈
言营嘴上说着，手里忙活着。这里是福建
省宁德市蕉城区三都澳白基湾海域。放
眼望去，深海养殖的蓝色塑胶浮标整齐排
列，一派“海上田园”风光。

水净鱼肥人欢笑，得益于宁德市
2018年起实施的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清
退禁养区渔排近 27万口，升级改造标准
渔排近 56 万口，清理废旧渔排 22 万
口……一个个数据背后，是宁德践行绿色
发展的坚定决心。

修复改善水环境

陈言营的手机相册里，存着一张两年

前的照片：近处，陈言营手持网兜，不远
处，海面上漂着许多木板、泡沫塑料浮球
和塑料瓶。

“水环境不好，大黄鱼患病率高，鱼价
最低时跌到每斤12元，保本都难。”陈言
营翻开之前的账本说。

那时候，这不只是陈言营一个人的遭
遇。因为沿海养殖规模盲目扩张，有着

“海上天湖”美誉的三都澳生态环境日渐
恶化。

“你看，传统网箱密密麻麻，1.8万公
顷的养殖区饱和，3.5万公顷的限养区、1.8
万公顷的禁养区也被挤占。”手指2017年
的卫星航拍图，宁德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
梁敏生介绍。

2018年8月，宁德在清退藻类养殖和
清理航道的同时，实施海上养殖综合整
治。截至今年8月，全市累计投入资金45
亿余元，清退禁养区渔排近27万口，升级
改造标准渔排近 56 万口、深水大网箱
3450口，清理废旧渔排22万口、海漂垃圾

近7万吨、泡沫塑料浮球456万个。
陈言营主动报名参加首批整治。看

着渔排被拖上岸、切割、分解，他心中五味
杂陈：“说不心疼那是假的，但近岸养殖越
养越亏，早晚得换地方。”

好品质换来腰包鼓

一条清蒸大黄鱼，颜色黄亮、条形优
美。这是陈言营的午餐，“别小瞧了这顿
饭，到饭店起码价值上百元。”

这条鱼贵在哪儿？指着沉入海中深
达6米的塑胶大网箱，陈言营道出其中奥
秘：“养殖水域越深，洋流越急，水质越好，
大黄鱼活动范围越大，不断游动‘增肌’，
鱼肉更加紧实美味。”

作为首批退养户，陈言营在三都镇礁
头村拿到了海域使用权证，竞得 10亩养
殖海域。去年，他投入7万多元，在离岸3
公里的可养区投下 104口深水网箱。因
为养殖面积比先前缩减了一半多，陈言营
心里没底。担心收入减少，他辞退了两个

人。
谁承想，几个月过去，陈言营直呼后

悔。大黄鱼肉质迅速提升，也很少患病，
价格一路上涨，陈言营忙得团团转。

今年大部分时间，大黄鱼价格稳定在
每斤35元左右。近30吨的捕捞量，给陈
言营带来200多万元收入。“水净了，鱼肥
了，产量虽然少了，但价格上去了，总收入
翻了一番。”腰上挂着两把车钥匙，陈言营
如今底气十足，“今年专门请了12个人来
帮忙打理。”

与白基湾海域相望，宁德市霞浦县七
星海域，宏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数十口
深水塑胶大网箱里，养着对水质要求很高
的海参。

“以前也养过海参，但水质差，养殖成
功率不高。”公司负责人董华说，现在短短
4个月，海参的单个体量就能长到4倍以
上，“100多万元的净利润，让公司扭亏为
盈。”

据不完全统计，经过海上养殖综合整

治，截至2019年底，宁德渔业经济总产值
达到258.58亿元，同比增长4.8%；水产品
出口创汇18.49亿美元，同比增长25.4%；
渔民人均收入达 24809 元，同比增长
14.2%。

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说话间，陈言营手机铃声响起，“稍等
啊，我马上去接你们！”

不一会儿，冲锋舟上多了几名扛着摄
影器材的摄影爱好者。陈言营掌舵出海，
在一望无垠的海面上追寻海鸟的踪迹。

“每天三四趟，一趟船费就能挣 500 多
元。”

随着海上养殖综合整治工作推进，这
片蔚蓝的海域正由表及里发生着变化。
今年11月中旬以来，蕉城白基湾海域、福
鼎前岐双屿、店下巽城多处海域发现中华
白海豚身影。在东湖国家湿地公园，各种
鸟儿翔集嬉戏。

“村里一半以上的养殖户兼职经营

起‘快艇游’，加上渔排上的海鲜‘大餐’，
旺季时人均一天能多收入2000元。”蕉城
区三都镇礁头村村委会主任林晓明说，好
生态让渔民走上了渔旅融合的新路子。

福建三都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尤
维德在白基湾海域养殖大黄鱼 30多年，
最近他把心思放在了购买航拍器材上。

“70岁玩摄影，您开玩笑啊？”宁德海
投公司董事长陈仕舜在一旁打趣。

“你不懂，我渔排上的 8间民宿每天
都住满了，年轻人喜欢用航拍，这又是个
好生意！”尤维德说。

如今，整个三都澳区域旧貌换新
颜。宁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海上养
殖综合整治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王世雄
说：“开弓没有回头箭，整治不能歇歇脚，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宁
德将久久为功，通过探索渔旅融合，助推
产业转型升级，做好绿色发展这篇大文
章。”

（人民日报）

小木耳做成大产业

渔旅融合 绿色发展

小小柚子树 铺就致富路 让
更
多
贫
困
户
养
上
﹃
致
富
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