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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好走了客就多 秸秆里种出双孢菇

习习家家村村：：““蘑蘑菇菇城城””里里的的艺艺术术村村庄庄
扫好路种上树，干干净净迎客人

习家村在商河县沙河乡的
西侧，沿着大沙河风景带就能到
习家村。规格统一的农房、绿树
浓阴下点缀着红花、宽阔的道路
上一尘不染，所以去过习家村的
人都这样评价“村子不大，不过
很美”。这个村子里只有184口
人，人人都有“打扫干净屋子再
迎客”的好习惯。

在很多商河老人的记忆里，
习家村最出名的就是“地瓜秧
子”。在那个吃地瓜的年代，寻找
到好的地瓜幼苗是最要紧的事，

习家培育的地瓜幼苗成活率高、
长势好，不过令大家头疼的是“路
太难走”。交通的不便制约着习家
的发展，随着对大沙河风景带的开
发，习家村开始修路。投资70多万
元，硬化村内道路近4000平方米，再
通过龙怀路、燕韩路与316省道相
通，习家村现在四通八达。村书记
杨振发说：“要想富先修路啊，只有
路好走了，我们才能走出去。”

习家村近几年铺设人行道
600余平方米，修建道路排水设
施1200余米，栽种绿化行道树和

灌木4000余株……这一系列的
数字都在讲述习家的变迁。在质
朴的村民眼里，村里的树、花、草
坪是全村的，也是自家的，得保
护起来。有一次村里的孩子折了
个树枝，被村民老杨撞见了，老
杨教育了人家半天。杨振发说：

“这些树可是我们的宝贝。”本是
落叶纷飞的季节，在村里转了一
圈都没有发现一点树叶，杨书记
解释道：“我们村民每天早上做
得第一件事就是扫各自门口的
街道，都不用环卫人员费心。”

秸秆里种出的双孢菇畅销各地
之前每到麦收的时候，村里

秸秆满天飞，街道两旁都堆满秸
秆，若有人烧点秸秆，村里就浓
雾弥漫。自2012年后，在习家村
看不到一棵秸秆，秸秆哪去了？
杨振发笑着说：“都拿来种双孢
菇了。”

村委会的后面是成片的杨
树林，每行杨树的空地中都藏着

一个双孢菇棚。杨书记说：“我们
的双孢菇的基质原料用的可都
是秸秆。”据了解，每亩双孢菇培
育幼苗大约需要40亩的秸秆，习
家村30多亩的双孢菇需要大量
的秸秆，全村的秸秆都不够用，
还得去邻村收购。沙河乡的工作
人员史忠花说：“别说习家村了，
就是周围的村都没有秸秆乱堆

了，秸秆都拿来习家村换钱了。”
据了解，习家村的双孢菇销

往全国各地，内蒙古、天津等地
的客商络绎不绝。天津客商王先
生说：“习家村蘑菇好吃，村也
美，空气还好。”杨书记听后，笑
着说：“这么多客人远道而来，得
把村的环境美化好，不能丢咱山
东的人。”

自发的文艺汇演丰富村民业余生活
习家村中间是一处1440平

方米健身广场，农历每月的十
五、十六两天，广场上围满了人，
十里八村的人都来看表演。习家
村有一个演出小分队，京剧、吕
剧、民间小调是他们的拿手绝
活，时不时还有广场舞来助兴。

杨振发谈到建立健身广场
的初衷就是为了丰富老百姓的

业余生活。他说：“村民腰包富
了，生活品质也要提高。”有时兴
起，杨书记也会上去唱几首民间
小调。龙桑寺镇任家村到习家村
有10多里地，不过村民李女士却
是习家村的常客。她说：“只要家
里没事，每个月都会来看他们表
演，这是咱老百姓自己的演出。”

令杨书记骄傲的是，演出完

后，广场的空地上没有任何纸屑
杂物，每个人都会自觉带走留下
的垃圾。村民王女士说：“这么好
的地方，留下垃圾心里过意不
去。”杨书记的相机里记录着村里
的各种变化，修房、修路、卖蘑菇、
领导参观等，俨然一部“村史”。杨
书记说：“有时翻翻照片，就会发
现我们习家村正在变美。”

寻访美丽乡村

文/片 本报记者 李云云

沙河沿岸的垂柳遮不住习家村的浓阴，宽阔的马路迎接
着四方的游客。秸秆堆里长出的双孢菇，美化了环境，带来了
收益，习家因此成为了有名的“蘑菇城”。新建的文化广场，定
期的文艺汇演，昂扬的舞步和婉转的小曲，正在诉说着习家
人新的故事。

▲村民在小
广场上跳起了鼓
子秧歌。

习家村村
道上干净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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