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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花仿真花
““扮靓扮靓””增收路增收路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王洪胜 张友海

东光县找王镇：

丧事简办 村民受益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田俊荣

近日，走进盐山县韩集镇高窑村，金柏花厂
的插花服务点一派忙碌。有的村民在进行手工插
花作业，有的在领取插花配件，还有的正将加工
好的成品仿真花上交、结账。

“我们花厂下设了 26个仿真花插花服务点，
辐射带动1500余名农村妇女从事这项手工业。手
头麻利的人一个月能挣 2000多元，慢的也能挣
1000多元。”金柏花厂负责人郭兰英介绍道。

郭兰英今年 39岁，是盐山县韩集镇张窑村
人。这个让广大农村妇女在家门口就能增收的好
项目，正是由她引进的。前些年，郭兰英和丈夫
结婚后，一直在北京经营管件生意。后来，女儿
到了上学的年龄，一家人回到盐山发展。

“随着农业机械化、规模化发展，种地的人
越来越少，村里的青壮劳动力都外出打工，留下
的要么是老人，要么是带孩子的妇女，还有一些
因病、因残丧失劳动力的低收入农户。”如何让
这些人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是郭兰英一直在
思考的问题。

一次偶然机会，她听在天津从事仿真花加工
的亲戚说，手工花外贸缺口大，市场前景广。对
市场敏感的她知道，机会来了。经过多方考察、
学习，她不光引进了仿真花加工项目，还下定决
心，要在40岁前干出个样子，让更多农村妇女在
家门口就业创收。

2015年 5月，郭兰英的金柏花厂一开业，就
吸引了30余名农村妇女进厂上班。

虽然厂子是开起来了，可要带动闲适在家的
妇女，却不是那么容易。“加工仿真花能赚到钱
吗？工资能不能按时发放？”在心里敲小鼓的人
不少。

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那段时间郭兰英几乎
每天都拿着仿真花样品上门宣传，同时还忙着领
货、分货、送货，常常忘了吃饭。

“我的想法很简单，这项手工活，没有太高
的技术含量，只要经过简单培训就能上手，不管
是老中青还是残疾人都能做，而且可以把配件带
回家加工。”可在当时，由于部分工人技术不过
关，加工的成品返工率高，郭兰英经常一宿一宿
地帮着返工。

为解决加工技术不过关的问题，她还请来老
师，加大培训力度，通过现场实训、上门服务、
一对一指导等方式，让所有工人和加工户都能熟
练掌握仿真花加工技术。

一个月下来，在厂子上班的工人按时领到了
工钱，拿回家抽空做花的也有了收入。郭兰英用
实际行动证明，仿真花加工，是条致富路。被她
的拼劲儿感染，越来越多农村妇女加入到加工仿
真花的队伍中。

这几年，郭兰英的仿真花加工厂越做越大，
在盐山逐渐站稳了脚跟，带动了1500余名农村妇
女在家门口就业，备受好评。

“现在农村有大量闲置妇女劳动力，以前除
了在家看孩子就是打麻将消磨时间。自从郭兰
英引进仿真花加工后，我们村好多人都成了加
工户，不耽误接送孩子和干农活，一个人每月
收入 2000余元，足够日常花销。生活充实了，
打麻将的自然少了。靠自己的双手有了收入
后，除去日常花销，做美容也成了生活的一部
分。”在高窑村加工服务点粘花的刘园园打开了
话匣子。

“基本上每天都有收运成品和原材料的运输
车辆进出。加工仿真花操作简单、技术含量
低、时间自由，一般一个人每月能挣两三千
元，比外出打工不差，深受农村妇女喜爱。”在
韩集镇纸坊村加工服务点，业务经理刘金玉正
忙着收活放活。

“郭兰英精明干练，对工作认真负责，她的
产品工艺质量高，经得起检验，可以实现零返
工。今后我们还要加大合作力度，实现共赢。”
天津客商金鹏也为郭兰英和她的产品点赞。

“今后，我们还要增设插花服务点，提高服
务质量，帮助更多家庭增收，持续为家乡父老
做好服务。”众人的认可，成了郭兰英的前进
动力。用仿真花带动更多人增收，她干劲儿满
满。

香菇落户 香飘富路

走进献县淮镇食用菌现代农
业园区的清新食用菌有限公司，
一排排大棚甚是壮观。棚内，架
子上摞满了菌棒，朵朵香菇像小
伞一样，撑开在菌棒上，甚是喜
人。

“再有十来天，我们这儿就能
出香菇。一茬出完了，间隔三十
来天，能出二茬。一年出 5 茬，
一个菌棒，大约能出 1公斤多香
菇。”公司负责人王永新边查看长
势，边介绍道。他说，每年 3
月，公司就开始忙着制作菌棒，
高温灭菌后，还要经过冷却、接
种、养菌、脱袋等多道工序，才
能进入采收期。

“香菇鲜香独特，深受市民
喜爱，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市
场需求量逐年增加。”公司现有
83个食用菌种植大棚，是目前我
市规模最大的香菇种植基地。根
据市场需求不同，主要生产白面
香菇和红褐色香菇，供应到本地
及周边城市的超市及大型批发市
场。

老棚内活计不少，新建基地
更是热闹，工人们忙着搭架、覆
膜，紧锣密鼓地赶工期。

“我们又新建了四十多个双层
膜棚室，还计划装上空调系统，
到时候冬暖夏凉，为香菇营造更
舒适的生长环境。”王永新说道。

别看现在园区的食用菌产业
发展红火，可建棚初期，由于技
术不成熟，没少走弯路。但王永
新没有放弃，还不辞辛苦跑到全
国各地考察取经，多方学习实践
后，终于掌握了香菇的生长规律
和培育技巧。

有了成熟的技术作支撑，为
兴旺食用菌产业，辐射更多农
户，园区走上了“公司+基地+农
户”的生产运营模式。以清新食
用菌有限公司为产业发展的龙

头，集资金、技术、产品营销于
一体；将种植基地作载体，以每
亩地每年 700元的价格集中流转
农户土地进行产业化运营，建设
高标准棚室，配套水电路、微喷
系统；引导农户做种植香菇的主
力军，与公司进行订单合作，订
购优质菌棒，通过精细管理、高
效种植获得高收入。

“公司和农户采用‘六统一
分’的模式合作，即由公司统一
建棚、统一采购原辅材料、统一
引进并生产菌种、统一标准化菌
棒生产、统一免费为农户提供技
术指导、统一以质论价分等级入
冷库打冷销售。农户只需根据需
求承包大棚，做好管理即可。”目
前，园区已带动周边 300余户农
户增收。

随着食用菌产业的发展，公
司还引进了现代化生产和技术体
系，建成了年产 100多万菌棒的
集约化加工生产中心，每年可消
化利用废弃枣树枝 2300吨，废弃
玉米芯 800吨，使得园区内 1000
亩枣林、1.5万亩玉米的废弃物变
废为宝。

同时，以食用菌产业为纽
带，形成了“菌种繁育——工厂
化栽培——菌产品加工——菌渣
发酵有机肥——设施蔬菜、枣种
植——农业废弃物利用”的生态
循环链条。

“目前，我们正为园区生产的
香菇申请绿色认证。有了‘绿色
身份’，咱的香菇就可以打入高端
市场，在提升身价的同时，增加
农户收入，促进产业发展。”王永
新说，下一步，园区还将引入更
多新品种，让食用菌产业持续

“升温”。

组团种菇 携手致富

最近一段时间，盐山县常生
源现代农业园区的食用菌产业也
增添了不少新气象。来到宏瑞家

庭农场新近拓展的种植基地，一
个个崭新的大棚映入眼帘。

“这 8个棚新建成不久，都装
了自动放风和喷淋设施，更加现
代化、智能化，下茬种植就能投
入使用。那边还有 30多个大棚正
在建，等投产了，咱园区的食用
菌产业还能再上规模。”农场负责
人冯金鹏笑着介绍。

“别看现在棚里还空着，到了
种植期，就满是 1米多高的菌棒
墙了。控制好温度、湿度，有上
十几天，就能出菇，一年能长五
六茬。”冯金鹏说，这里种植的是
平菇，到产菇高峰期时，一个棚
一天能出 500多公斤平菇。“由于
菇片肉厚且紧实，品质、品相都
不错，赶上市场行情好时，一天
能卖 2000多块钱，一个棚就能年
入3万元。”

没想到，一朵朵平菇看着不
起眼，却是致富的好帮手。近两
年，园区里就有不少农户靠着
它，走上了致富路。

农户王玉华，是最早尝到平
菇种植甜头的农户之一。

2018 年，冯金鹏从东北回
乡，带来了平菇种植技术。连同
他一起，3个人合伙在园区里建
起 3个棚。卖了一季，除去建棚
成本，一个棚还赚了 1 万多块
钱。学到技术后，王玉华又尝试
着自己管理两个棚。赶上行情
好，刨去各项支出，一共赚了 10
余万元。

“老王赚钱了，先买了个小货
车。”自己的技术在家乡结了果，
冯金鹏也十分高兴，并由此萌生
了带动更多人的想法。

“乡政府支持咱们，建棚用的
土地手续人家给跑办。技术上由
我来掌控，每天我都巡一遍棚，
有问题及时纠正。而且咱压茬进
菌棒，不一窝蜂上市。蘑菇品质
好，一块闯市场，不愁卖。”冯金
鹏说。

随着种菇合伙人的不断加
入，在 2020年时，园区内平菇的
种植规模就扩展到了 22个大棚。
看到村民们的劲头特别足，冯金
鹏还建了一个微信群，经常和大
伙儿在里面讨论种植技术、市场
行情。

园区的食用菌产业发展红

火，还引起了所在地——常庄乡
党委、政府的关注。

将食用菌产业作为乡村振兴
的重要抓手，他们从多渠道推动
这个农业项目发展。“一方面，
积极协调农场流转周边村庄的百
余亩集体性质盐碱地，为产业提
供充足发展空间的同时，壮大乡
村集体经济。另一方面，在产业
发展中，宏瑞家庭农场遇到了资
金短缺难题，冯金鹏等人本来想
去银行贷款，但手续多、金额
少，满足不了实际需求。于是乡
党委、政府牵线搭桥，吸引我县
河北亿海管道集团有限公司不
断投资，新建 40 多座现代化标
准种植大棚和 2 间冷库。”常庄
乡副乡长吕俊勇说，食用菌产
业的做大做强，必将带动起更
多村民，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
‘火车头’，作为民营企业，我们
更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踊跃投
身乡村振兴。在我县开展的‘万
企兴万村’活动中，我们了解到
园区的食用菌产业发展势头不
错，希望能通过投资支持，助推
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让平菇成
为常庄乡的一块金字招牌。”公司
负责人张新亭说道。

“现在有了规模，市场也稳定
了，接下来，我们还要引入更多
新品种，提前平菇上市时间，抢
早占市场、提身价。”这两天，冯
金鹏又踏上了外出考察路。

异“菌”突起 抢鲜上市

这两年，青县天禾木现代农
业园区同样将发展的重点放到了
食用菌产业上。不过，他们却不
走寻常路——瞧！褐色菌盖凹凸
不平，这里的菌菇形态甚是奇特。

“这是羊肚菌，一种珍稀的食
用菌及药用菌，因其菌盖表面形
似羊肚而得名，被称作菌类中的

‘贵族’。”园区经营主体——天禾
木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永芬介
绍道。

郭永芬说，别看羊肚菌跟香
菇、平菇一样都是食用菌，但所
含营养成分却更加丰富，有“素
中之荤”的美誉。尤为特别的
是，羊肚菌并不生自菌棒中，而
是把地头当作自己的家，“土生土
长”的。其生长所需的营养，全
来自在它旁边“平躺”的一袋袋
营养包。

这样的种植模式，让人耳目
一新。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别看
这羊肚菌不大，但身价不菲。“收
获期，如果走鲜货，一公斤能卖
到 100 余元。要是烘干后再卖，
市场价格还要高，一公斤能卖到
600余元。一般情况下，亩收益
能达到两三万元。”

10月中旬制种，低温培育 1
个多月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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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
年探索，他们终于在 2019年试种
成功，每亩地收获了 200多公斤
羊肚菌。

“随着种植技术愈发精进，现
在，园区的羊肚菌亩产已提高到
了 500余公斤。”如今，园区已发
展了 50亩设施温室栽培羊肚菌。
收获羊肚菌后，园区还在已空的
棚室里倒茬种起蔬菜，实现棚室
全年无农闲，让种植效益大幅提
升。

借助已探索成功的羊肚菌种
植技术，园区还以公司+基地+农
户的方式，壮大食用菌产业。目
前，已在青县另一地区发展了 50
亩设施温室种植羊肚菌。

“我们十分欢迎有棚室的农户
加入到种植队伍，大家一块儿把
产业做大，共同增收。”目前，园
区已经建成食用菌菌种厂、冷库
及烘干设施等，这些是产业做大
做强的有力保障。

菌菇飘香
释放致富“蘑”力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李 粲 王金山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白事
大操大办的风气在不少乡村盛
行。一场白事办下来，少则花费
七八千元，多则两三万元，攀比
现象严重。村民们有苦难言，承
担着精神和经济双重压力。

为改变这种陋习，东光县找
王镇大力推进移风易俗新风尚，
目前，全镇36个村都成立了红白
理事会，制定村规民约、小章
程，从办事期限、孝衣、烟酒、
锣鼓队、燃放烟花礼炮等方面作
出明确要求。不仅如此，红白理
事会成员还多次入户宣传，倡导
简办新风。

经过不断努力，找王镇各村
白事已经从三天缩短到一两天。
还有部分村已取消烟酒招待，取
缔烟花礼炮，白事简办成效显著。

今年以来，找王镇继续推进
殡葬改革，从使用白布入手，进
一步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各村红
白理事会成员串巷入户宣传，根
据实际情况推进移风易俗，破除
陈规陋习。

后屯村党支部书记高俊江对
文明新风的畅行感触颇深。今
年，后屯村一位老人过世，这是
找王镇推行简用白布后遇到的第
一户。高俊江一大早就召集红白

理事会商量此事，介绍取消白布
的好处。“既为主人家节省开支，
又减少了裁剪孝布的麻烦。”在主
人家和村民们的支持下，白事同
样办得稳妥得当。

“这场丧事办下来，仅取消白
布这一项开支，就至少为户主节省
五六百元，如果赶上亲戚多的大
户，能节省上千元。”高俊江说。

如今，丧事简办新风尚已在
找王镇蔚然成风。程序统一从
简、规格朴素庄重……这种操办
方式既照顾了家属感受，又体现
了文明节俭理念，让村民从移风
易俗中得到实惠。

近日，黄骅市齐家务镇的11万余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季。数
台大型机械忙碌有序地进行收割作业，田间满是丰收的喜悦。

近年来，齐家务镇不断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夯实农业产业
基础。为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多次邀请农技专家到地头“把脉”。
如今，农民按照标准化技术规程种田，已实现从种到收“一条
龙”统一化管理。 任振宇 张梦鹤 摄

采收羊肚菌采收羊肚菌（（资料片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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