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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小巷晒木耳
利润可观腰包鼓起来

“总共7亩地，三个棚种毛
木耳，每个棚大约8万个菌袋，
今年收购价比去年又贵了2块
钱，收入30来万不成问题。”赵

鑫中一边忙着手里的活，一边
说，“你们来得正好，快开始采
摘了，一年至少摘7茬，第一次
采摘的质量最好，差不多就能
收回本钱，经济效益十分可
观。”

赵鑫中坦言，他种植毛木
耳已10年，每天早晨7点就来

到棚里通风、上水、避光，一直
要忙到晚上8点。采摘季节，他
还要从其他乡镇雇佣工人，一
年光发给工人的工资，就能达
到9万余元。“多亏县里集中扶
持发展毛木耳，现在咱有了技
术，也有了种植的资金，镇上
周边全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收

购商，我在家门口就能轻轻松
松赚钱。”赵鑫中乐呵呵地说。
仅赵鑫中所在的村就有木耳
种植户70多户，村里大街小巷
都摆满了村民采摘晾晒的木
耳。

“合作社已成立10年，而赵
店村也成为鱼台县最早规模种
植的示范村。”鱼台县恒鑫木耳
合作社理事长张华旭介绍，如
今合作社木耳畅销广东、福建
省，国外远销东南亚地区，参与
的村民从来不愁销路。

“合作社一直以质论钱，
统一配种统一指导，这样农户
能团结在一起，共同发展壮
大。”张华旭坦言，现在线下线
上相结合，网络平台零售让村
民毛木耳单价提高。同时，合
作社还与上海科技研究所合
作，每三年更新一次菌种，解
决了种植户的后顾之忧。

如今，张华旭所在的合作
社产值已达到一年6000多万
元，下一步，合作社计划进行
食品深加工，用种植户+合作
社+加工厂的方式，让毛木耳
产业发展壮大。

“毛木耳之乡”扬名
乡村振兴不再难

“这里的毛木耳生产规模
大，而且质量好，从农户手里
收购后深加工，远销海外。”林
海宁是济宁闽丰食品有限公

司的负责人，从福建跑来清河
镇设厂投资，他对鱼台县的毛
木耳产业十分看好。他正着手
在清河镇采购一个毛木耳养
殖基地，这样通过深加工，既
给予农民技术指导，同时也有
了原料产地，还能为当地带来
税收。据了解，去年到现在，清
河镇已经吸引了3家食用菌深
加工企业，预计年底还会再新
建5至6家。

如今，鱼台县的毛木耳产
业已初步形成了“公司+合作组
织+基地+农户”和“合作组织+
示范园+基地+农户”的生产加
工运作模式。建起5处规模在
500亩以上的毛木耳高效标准
化种植示范园区、一处现代标
准化优良菌种繁育中心和10处
毛木耳菌包集约化商品化生产
加工基地。目前，该县拥有食用
菌种植专业合作社40余家，毛
木耳种植面积达7300亩左右，
参与毛木耳生产、加工、流通环
节的人员约7万余人，毛木耳产
业已成为当地农民致富增收的
重要渠道。2017年底，鱼台县被
中国食用菌协会评为中国“毛
木耳之乡”称号。

下一步，鱼台县将致力于
提高现代毛木耳产业标准化
示范园区的种植水平和生产
档次，拓宽毛木耳产品加工增
值和菌渣综合利用途径，逐步
完善产业链，进一步发展、壮
大县域经济。

鱼台毛木耳产业发展势头喜人，种植户腰包鼓起来

三三个个棚棚种种毛毛木木耳耳，，年年收收入入3300多多万万元元
洒水、通风、用草席遮光……鱼台县清河镇赵店村的种植基地内，毛木耳种植户赵鑫中，对

棚中的菌袋倍加呵护。在鱼台，像赵鑫中这样的养殖户还有很多。截至2017年底，鱼台县毛木耳
种植面积达到7300亩左右，年产鲜耳39 . 8万吨，产值11 . 89亿元。

本报记者 马云雪 通讯员 乔志宇

一亩草莓两三万利润
带动全村人增收致富

走进唐口街道大流店村，
家家白墙黛瓦，柏油马路笔直
通到村民家门口，村边小河护

坡上灌木葱葱、绿草茵茵，河
水缓缓流淌，老人们坐在凉亭
内聊天下棋，一派悠闲。

村民家里都安装了天然
气壁挂炉，结束了取暖烧炭的
历史；改造后的厕所干净整
洁，没有异味和蚊蝇；村里建

设了全市首个农村污水处理
站，实现雨污分流。去年10月，
大流店村顺利晋升为市级美
丽乡村。

据了解，大流店村美丽经
济产业园实施土地流转300
亩，建设大棚100个。村集体统

一流转土地建设发包给农户，
由农户自主管理，村里统一种
苗、统一技术、统一销售、统一
包装，以村集体注册的济宁市
驿路水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全权管理草莓种植产业，设立
草莓学院、草莓文化馆，向产
学研方向发展。

大流店村党支部书记张
美珠给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
每亩收获三四千斤草莓，去掉
肥料、人工等成本，每年每亩
纯利润两三万元，村里越来越
多的青壮年回乡种植草莓。

唐口街道工作人员介绍，
唐口以大流店村为核心，寺堌
堆遗址为辐射点，着力发展草
莓采摘游、城郊休闲游等项
目，使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
产业经济有机融合，依托美丽
经济产业园升级打造成田园
综合体，目前已初见成效。

旅游、采摘相结合
美丽田园让农民受益

在长沟镇三韩西红柿产
业基地的大棚内，一串串红彤
彤的西红柿缀满枝头，煞是可
爱，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
摘。

该基地有6个大棚，采用
无土栽培的技术，引进以色列
的水肥一体机滴灌技术，以印
度椰糠为栽培基，荷兰熊蜂授
粉，这一系列的技术使西红柿

含糖量提高3个点，产量提高
20%以上，保证绿色、无公害。

“无土栽培的西红柿投资
较大，我们正在积极培育以秸
秆或菌渣为基栽培基，在适合
本土种植、产量和口感不便的
前提下，让老百姓也能接受得
了大众化、接地气的无土栽培
方式。”作为济宁市科技拔尖
人才，在基地担任技术专家的
何伯洪如数家珍。

“长沟有葡萄、西红柿两
大特色产业，葡萄是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远近驰名，西
红柿产业发展势头也很好。”
长沟镇党委委员张勇介绍，经
过20多年的发展，三韩大棚
西红柿基地已发展成鲁西南
最大的生产、批发、销售基
地，产品销往全国20多个省
市，无土栽培的西红柿走得则
是高端路线。“长沟镇致力于
发展乡村旅游业和采摘游，打
造田园综合体。同时，重点打
造历史人文景观节点，努力实
现由美丽乡村向美丽经济转
变。”

据介绍，任城区正在发展
以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主要载体，
以自然村落、特色片区为开发
单元，形成让农民充分参与和
受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
田园社区等要素于一体的复
合体，打造乡村振兴济宁样
板、齐鲁样板。

建设美丽乡村，发展循环农业、创意农业，任城区———

这这个个田田园园综综合合体体，，美美景景、、创创收收兼兼得得
唐口街道大流店村在美丽乡村的基础上发展美丽经济，设立草莓学院；长沟镇三韩村采用无

土栽培的新技术，发展乡村旅游业和采摘游……这些都是任城区探索田园综合体的缩影，形成让
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等要素于一体的复合体，打造乡村振兴新样板。

本报记者 孙璇 通讯员 王世友 范培倩

毛木耳大棚内，种植户正在忙碌。 本报记者 马云雪 摄

大流店村民在湿地公园下棋、聊天。 本报记者 孙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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