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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动龙头带农户

天禾木现代农业园区的建
设，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力作，
更是让农户们增收的平台。借
助已探索成功的羊肚菌种植技
术，园区还计划以公司+基地+
农户的方式，将农户联合起
来，壮大食用菌产业。

“羊肚菌立冬前后播种，来
年四五月份收获，正好可以和
大棚甜瓜倒茬种植，能实现全
年无农闲的生产模式，让种植
效益大幅提升。”郭尚涛介绍
道，“有杨树林的农户，可在林
下种菌，让闲置土地再利用。”

他说，园区已摸索出成熟
的羊肚菌管理技术，可以让农
户们在技术上少走弯路。此
外，园区已经建成的食用菌菌
种厂、冷库及烘干设施等，也
都是产业做大做强的有力保障。

“扩大种植，带动辐射，充
足的菌种必不可少。我们种植
食用菌年头不短，具备稳定的
制种能力。而且自己生产菌
种，可将成本降低2至3倍，能
大幅降低农户们的投入。”郭尚
涛说。

羊肚菌采收后，由公司统一

回收，农户们也不必担心储存及
销路问题。“尤其是种植形成规
模后，如果每天能出菇千斤以
上，还有外地客商上门收购，不
愁卖。不着急卖鲜食的话，还可
以进行烘干，等到市场价格升高
后再卖，效益更高。”

不仅如此，作为北方罕见
的南菇品种，还可发展休闲采
摘观光业务，多点齐下，助农
增收。“前段时间，沧州老助老
平台的游客来我们基地游玩，
都觉得羊肚菌十分新奇，每公
斤采摘价180元，也供不应求。”

“我们十分欢迎有棚室及杨
树林地的农户加入到种植队
伍，大家一块把产业做大，共
同增收。”郭永芬说，今年，他
们计划在有种植意向的农户中
精选数人，先期发展一批爱学
习、能吃苦的羊肚菌种植能
手，再由点及面，辐射带动更
多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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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赏景底气足雨中赏景底气足
———吴家堡村容村貌大变样—吴家堡村容村貌大变样

■ 本报记者 宁美红 本报通讯员 王明阳

“柳丝长，春雨细，花外漏声迢递。”来到黄
骅市吕桥镇吴家堡村时，正逢春雨如丝不绝如
缕。

村民吴宝桐特意在这淅淅沥沥的小雨中邀请
记者做一名“行人”，“古人的离愁别绪俺不懂，
可这春景咱不能不看。”

打着伞，走在村里宽阔的马路上，稍稍抬抬
伞，便看到雨水连珠般从天而降，落到地面上，
晶亮亮的。

雨水清凉，天气却留有一丝温润，空气
清冽，让人忍不住四处望望，看看伞外的世
界。

一路上，有路两旁排排站的冬青作伴，春意
盎然；一簇簇粉色的桃花，如害羞的少女，滴滴
雨水下，更显娇艳；还有海棠、金叶榆、紫叶
李、白蜡、银杏等，各有形态，让人目不暇接。

走到村南头，看见一个不大不小的坑塘，坑
塘边坐落着小亭子，烟雨朦胧中，竟生出了身处
江南的氛围感。

吴宝桐笑着说：“俺把坑塘南边这条路叫
‘康复路’，为什么这么讲呢？今个下雨，人不
多，要是天儿好，准有腿脚不好的村民在这锻炼
做康复。这条路车少，有花有树有水，人们看了
心情就好！不光俺们村的，挨着的村来锻炼的也
有。”说着，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吴宝桐又转
了话头：“所以现在下雨俺也爱出来转转，要在
以前，哪敢出门。”

在吴宝桐的记忆里，曾经的吴家堡着实让人
头疼。

庄稼人盼雨又怕雨。尤其雨稍稍大些，村里
便遭了殃。水沟里的垃圾平时默默无闻的，一下
雨，就跟表演节目似的，秸秆、塑料袋、烂菜叶
子，全都“出道”了，让下水能力本就困难的沟
渠更加捉襟见肘。下雨天，人们不敢出门，天气
好了，出门观景的也少。路两边，光秃秃的，别
说花树，绿意都少见。原来的“康复路”，更是
人人避之不及，堆满垃圾的坑塘，让人们根本不
敢靠近。

“村‘两委’工作做得好啊，路面硬化就投
入了600万元。”吴宝桐说。

回忆起下排水管道的那天，吴宝桐记忆犹
新：“俺就看那管道，得有 1米多粗，前前后后
花了好长时间，别提多费劲了，俺心里寻思
着，费了这么大功夫，到底能不能行？”

似乎知道这里需要成果检验，没过几天，
吴家堡就迎来了一场瓢泼大雨。吴宝桐开着
车，围着村里转了一圈，果然不负众望：“真是
棒！路面上竟没有水了。”

走着看着，雨渐渐停了，回想起刚刚吴宝桐
的描述，只觉得进入了新世界。

“村里环境越来越好，生活也越来越便利。
这两年，村里又接上了天然气、喝上了长江
水，有好几家在大城市工作的人都回来把老房
子拾掇一番，住上一住。俺平常没事的时候，
也爱在村里转转。拍个照片，发个视频，心里
别提多美了。”说着，吴宝桐赶紧又用手机留下
这雨后新景。

南菇北种引“围观”

李翠云李翠云李翠云：：：坐着轮椅卖树苗坐着轮椅卖树苗坐着轮椅卖树苗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李翠云是献县翠云苗木家庭
农场的“当家人”。她的苗圃基
地位于献县河街镇河街村。

清晨 7点多，李翠云就来到
了苗圃。清晨的阳光洒遍苗圃的
每一个角落，春风和煦，轻轻拂
过已绽放似锦的花瓣，留下一阵
芬芳。

她掏出手机，将这美景装进
镜头，转眼，就发到了微信朋友
圈，邀约道：“花香满园，有游
玩儿的过来啊。”

不多时，一辆卡车带着两名
工人驶入苗圃。不过，他们可不
是来赏花的，而是要来拉走一批
丝棉木树苗的。

一点点将苗木起出，清理完
枝叶，又用网兜将树根上的土坛
固定，再一一清点后装车……工
人们忙碌不已，李翠云虽坐在轮
椅上，也没有闲着，不是回复顾
客的订购信息，就是仔细验树，
能亲力亲为的活计绝不麻烦别人
帮忙。

“这样的生活虽然忙碌，却
让我感到充实、快乐。”李翠云
笑着说。“现在正是起苗、栽苗
的好时候，俺们卖苗的自然就忙
些。别看有时要从早晨 7点多忙
到晚上 8点多，但是俺一点也不

觉得累。”
说起创办苗木家庭农场的初

衷，李翠云说完全是个巧合：“最
早是俺公公和人合伙承包了一片土
地，但因为管理不善，再加上销路
不畅，三四年都没啥效益。”

她知道，老人们岁数大了，
虽然勤恳忙碌，但不会上网，信
息闭塞，再好的树苗也没人知
道，只能在地里疯长。

“把这片树交给俺吧，俺可
以在网上卖苗。”她主动接过重
担。

为了蹚开销路，头两年，她
没少参加苗木交流会。大开眼界
的同时，也深切体会到了什么叫
隔行如隔山。新进入苗木行业，
她连“几公分树苗”都不知道啥
意思。什么叫接头？什么是分枝
点？再碰到同行说专业术语，更
是一头雾水。好在，她好学，一
点点问，一点点记，这些年一直
用心学习。

虽然出行不便，但销售树苗
却难不倒她。苗木交流会上，除
了加天南海北的客商为好友，她
还加入了二三十个苗木销售群。

“出售信息往平台上一发
布，天南海北的人都能对接。”
有时候看到别人发的求购信息，

自家没有的，她还主动搭桥，帮
助有苗子的同行对接。

李翠云至今都记得自己第一
次卖苗的情景。那是一个春天，
客商循着电话找来，求购小榆树
树苗。李翠云是又惊又喜，开着
电动轮椅到自家苗圃来回跑了几
圈，确定能不能供上苗子。起苗
时，更是到地头上，亲自拍着视
频给对方看。

“不少人都知道献县有个李
翠云坐着轮椅卖苗，有购苗需求
时，先来找俺买苗。大伙儿这么
信任俺，俺要更加诚信。”做成
第一单，李翠云信心大增，前行
的念头更强了。此后，她不仅钻
研种植技术，还对苗圃的定位等
又重新做了调整，除常规树种
外，还引入了矮樱、绚丽海棠、
双色垂柳、冬红黄杨、金边黄杨
等观赏树种，并开始探索大株行
距种植。

“现在无论是城市还是乡
村，在绿化上，都对苗木的质量
要求提高。俺们向高品质苗木调
整，也是适应市场的需求。”敏
锐捕捉市场需求，这两年，李翠
云还尝试着承接绿化工程，为美
丽乡村建设出力。

春回大地，河街镇郝村街道

旁，西府海棠、紫叶李、绚丽海
棠相继吐蕊绽放，簇簇花团，将
小村装点得别具雅韵。这些美
景，是李翠云精心设计的。

去年，郝村进行美丽乡村建
设，绿化工作交由李翠云操办。

“以最低的成本打造最美乡村。”
在她的安排下，西府海棠、紫叶
李、绚丽海棠等几百棵观赏树种
扎根在了郝村的街道、游园。建
设期，她每天都要坐着轮椅去指
导工人们干活。

“春天可以赏海棠，夏天可
以赏荷花，秋冬还能看海棠果。
一年四季，村景都不单调。”看
到村民们在她种的树下游玩，李
翠云心中说不出的高兴。

苗木给李翠云的生活带来了
希望，更是她心中的家，可谓是

“此处心安是吾乡”。为了更好地
“照顾”农场的林木，两年前，
李翠云还搬到了苗圃中居住，朝
夕与林木为伴。

“是这片林木，让我看到了
生活的希望，更感到了生活的快
乐。有苗木作伴，我干劲十
足。”眼下，翠云苗木家庭农场
的苗木正在火热出售中，李翠云
欢迎有购苗需求的客商及有绿化
需求的村庄与她对接。

近日，黄骅市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今年将完成吕桥镇和官庄乡两个片区的建设。
吕桥镇项目预计7月底竣工，经测算，项目区
建设完成后将基本形成渠相连、路相通、旱能
浇、涝能排的新型农业格局，可新增和改善灌
溉达标面积0.7万亩，年节约水量25.9万立方
米，新增年纯收入达124.4万元。图为黄骅市
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

武筱斌 刘 阔 吴 梦 摄

生活总是充满了
磨难和坎坷，很多人
选择屈服，对于李翠
云来说，生活的重击
来得更加突然。年轻
时因车祸高位截瘫，
注定一生与轮椅为
伴，她却没有向命运
低头，反而靠双手打
拼出一番事业，让一
家人过上了富足好日
子。

以发展食用菌种植为核心，近年来，青县新兴镇天禾木现代农业园区不断探索种植羊肚菌等珍稀食
用菌品种，计划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方式，壮大食用菌产业，将园区打造成食用菌种植、深加工、贮
存交易、采摘观光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区。

青县新兴镇王程村旁的一片杨
树林地，近段时间成了周边种植户
的热门“观光地”。

林地里，10个黑色的拱棚整齐
排列，来“观光”的农户或是绕棚
察看，或是扒在棚边向里张望，好
奇心十足。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羊肚
菌。”“没想到羊肚菌是从地里长起
来的。”……看见一株株上棕下白的
羊肚菌如笋般“钻”出地面，他们
都觉得十分新鲜。

“对喽，别看羊肚菌跟香菇、平
菇一样都是食用菌，但种植时，并
不是在菌棒里，而是要把菌种播种
到地里才行。”青县天禾木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郭永芬笑着介绍道。

原来，这里是天禾木科技有限
公司的羊肚菌种植基地。

“羊肚菌，因菌盖表面长得像羊
肚儿得名，在云南、四川等地种植
较多，营养丰富，是世界公认的珍
稀食药兼用菌。”说起羊肚菌，公司
技术主管郭尚涛也熟稔于心。

“不用菌棒？那地上放的那一包
一包的是啥？”听他俩这样介绍，农
户们更加好奇了。

“那是营养包，羊肚菌生长所需
的营养，全来自这个包里。营养包
的营养与羊肚菌的产量有很大的关
系。”郭尚涛笑着介绍。他说，羊肚
菌播种后，菌丝在 5到 7天会长满土
壤表面，形成菌霜，这时，就可以
放置营养包了。

“这南方的菌种，在咱北方种，
适应不？”有人问道。

“羊肚菌喜阴凉、低温、高湿。
所以俺们才在杨树下建棚，又搭上
遮阳网。现在，这拱棚里的温度比
咱露地还要低。管理时，只要控制
好温度、湿度，就没问题，一个人
能管六七个棚呢。”郭尚涛流利介
绍。

“咱这儿种了，能卖出去吗？”
效益也是大伙儿的关注点之一。

“走鲜货，一公斤能卖到 100
元。要是烘干后再卖，市场价格还
要高。一般情况下，亩收益能达到
两三万元。”郭尚涛说，“听说咱这
儿试种羊肚菌成功了，这段时间有
不少南方的客户给俺们打电话呢。”

种植转型求“珍品”

天禾木科技有限公司是天
禾木现代农业园区的经营主
体，近年来，一直不懈探索食
用菌种植产业。

早在 2015年，郭永芬就组
建了青县天地园香菇种植专业合
作社，建设了 24栋香菇种植温
室及配套设施。其后，又相继建
设了菌种厂及香菇食品加工厂。
只是，经过几年探索，郭永芬发
现，香菇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
业。“种菇、管菇哪一项都要不
少人工。尤其是到了采收期，用
工更多，不光人工成本高，甚至
还会出现用工荒。”

投入连增，效益空间有
限，成了园区亟待解决的问
题。没想到，2018年的一次外

出考察，让郭永芬找到了解题
的“答案”。

在唐山的食用菌种植基
地，她邂逅了羊肚菌。一公斤
售价近百元，一个妇女就能管
理六七个大棚……不光羊肚菌
独特的外形让她记忆犹新，种
植优势更是深深扎根在了她的
心中。尤其是听说在杨树地往
往会找到野生的羊肚菌，更让
她眼前一亮。

“新兴镇有近 2万亩的杨树
林地，正好可以将闲置的林下
空地利用起来。”回到青县，她
就和郭尚涛迅速行动起来。

制种、培育、播种……谁
知，辛苦忙碌了一季，最后却
连个菇帽都没见到。

“2018年试种时，俺们啥都
不懂，无论是营养包制作，还
是棚室温度、湿度，都没掌握
好。”郭尚涛说。

吸取教训，2019年再次试
种时，他们不只四处学习取
经，还特地请来了沧州职业技
术学院食用菌专家王增池、市
农林科学院专家孔德平指导羊
肚菌栽培生产技术。将天禾木
现代农业园区作为羊肚菌科技
研发和推广示范基地，沧州职
业技术学院院长杨静利、副院
长孟洪武、农科院院长阎旭东
也先后到基地指导工作，支持
园区发展。

8 月制种，低温培育两月
余，立冬前后，将种子揉碎撒

播到地里，经过 50天积累期，
等到地温连续20天高于0℃时催
菇……严格控制好生长的各环
节，没想到，每亩地竟收获了
200多公斤。

“今年是俺们第三年种植
了，随着技术愈发精进，亩产
也提高到了400余公斤。”

除了完善种植技术，在种
植模式上，公司也多番探索。

“羊肚菌喜阴喜湿，杨树树
冠是天然的遮阳伞。我们除了
建设一人多高的拱棚，还试验
了低矮的塑料拱棚。不过试验
证明，大拱棚的种植安全性高
一些。”郭尚涛说，为了提前出
菇抢“鲜”市场，他们还在温
室及冷棚中也试种了羊肚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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