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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和福建省

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菌草援外 20 周年暨助

力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论坛在北京举行。福

建的菌草又一次成了焦点。

2001 年，菌草援助项目在巴布亚新几内

亚成功落地，开启了菌草援外的新元年。截

至目前，以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国家菌草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熺为代表的科

研人员已将菌草技术传播到 106 个国家，培

训国际学员 10509 名。

产业发展辟新径

作为菌草技术发明人，林占熺一直致力

于菌草技术的研究及其应用。1986 年 10 月，

靠着一根钢线、20 支试管和 5 万元，林占熺研

究的“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药用菌试验成

功，为解决菌业生产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菌林

矛盾”问题开辟了新途径。

福建农林大学教授黄国勇告诉记者，菌

草技术是涵盖菌草种植、运用菌草栽培食药

用菌以及菌料加工等综合性新技术，所包含

的内容比较广泛。其中，菌草的种植技术包

括种植菌草治理水土流失，种植菌草治理荒

漠、沙漠的技术，以及菌草的加工、处理方法

等。此外，还有用菌草作培养基培育香菇、蘑

菇、木耳等多种食用菌技术，培育灵芝、猴头

菇等多种药用菌技术。

目前，菌草技术已经从“以草代木”栽培

食药用菌，拓展到菌草生态治理、饲料、肥料、

生物质能源和生物质材料等领域，形成 6 大

类创新技术体系、58 项发明专利，建立 3 个国

家级创新平台，在 31 个省份 506 个县（市）及

106 个国家推广应用，在保护生态的同时，消

除贫穷并造福当地社区。

援外减贫成样板

“在 20 年的实践中，我们创新了菌草援

外项目实施模式，以减贫为目标，把技术本土

化、简便化、标准化，让农户‘一看就懂’‘一学

就会’‘一做就成’；创建‘示范中心+旗舰点+

农户’的模式，技术进村入户，使当地最穷苦

的群众也能参与，数以万计的村民增加了收

入。”林占熺说。

在南非，菌草技术项目自 2005 年开始实

施，中国专家在南非建成希德拉菌草技术研

究培训中心。中心将技术指导与生产实践相

融合，为农村地区失业人员提供了 200 多个

固定工作岗位，培训学员 507 人，1 万多户家

庭从中受益。当地蘑菇种植从无到有、由少

到多，走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2018 年 11 月 16 日，

中国政府与巴新政府签订了援巴布亚新几内

亚菌草、旱稻技术援助项目换文协议。2019

年 8 月该项目正式启动，在东高地省建立示

范基地。目前，菌草技术已推广到巴新 8 个

省 16 个地区，举办技术培训班 18 期，累计培

训 1337 人，推广农户 8600 多户，3 万多民众

受益，还创造了巨菌草产量每公顷 853 吨的

世界纪录。

在卢旺达，中国菌草专家在当地示范和

推广菌草技术，举办菌草培训班，截至目前

共举办培训班 57 期，培训学员 2109 人，培养

菌草专业留学生 5 人，为当地菌草产业发展

建立起核心技术骨干队伍。菌草已经成为

当地的新兴产业，受益者超过 2 万人，菌草

技术和产品从卢旺达辐射到非洲更多国家。

在斐济，中国援斐济菌草技术示范中心

项目自 2014 年实施以来，菌草种植面积 500

余公顷，成功示范海岛菌草循环产业发展模

式；培训学员 1704 名，推广农户 1700 余户，培

育了一批专业农户。如今，当地菌菇已形成

品牌并开始出口，有效缓解了当地旱季青饲

料匮乏难题，促进畜牧业发展。在保护环境

的同时，菌草技术产出高端农产品，为其他岛

屿国家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样板。

⋯⋯

“发展菌草业、造福全人类”的坚定信念

早已深深扎根在林占熺和他团队成员的心

里。他说：“我努力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写在

农民的钱袋里，为使菌草成为造福发展中国

家人民的‘幸福草’播撒希望的种子。”

国内协作助增收

在更早之前，菌草技术已经运用到了西

北地区的扶贫之中。1996 年，福建和宁夏结

成帮扶对子。1997 年，福建省把林占熺的菌

草技术列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林占熺

带着 6 箱菌草草种，前往宁夏彭阳县，教村民

种植食用菌。此后，他便带领福建农林大学

菌草技术人员长期扎根在宁夏贫困山区，扎

扎实实地做好包种包销包技术指导的工作，

让菌草技术扶贫项目在宁夏落地生根，从试

验示范到建示范基地再到 8 个贫困县大面积

推广。一大批农户通过发展菌草生产脱贫

致富。

宁夏、甘肃、新疆⋯⋯20 多年来，林占熺

带领团队在西北各省份开展菌草技术扶贫，

并探索如何将西北地区的生态治理和菌草产

业扶贫有机结合起来。作为菌草技术团队的

一员，黄国勇长期扎根西北，在不同地区实施

不同的菌草种植和推广，为扶贫事业发光发

热。20 年里，令黄国勇最难忘的是宁夏银川

市永宁县闽宁镇闽宁村。2000 年，41 岁的他

受林占熺选派，担任驻宁菌草技术扶贫工作

队队长，义无反顾地扎进了闽宁村的沙窝窝，

和他的工作队在黄沙遍地的戈壁滩里建起了

一座座菇棚。每每回忆起这段闽宁往事，黄

国勇的心里总是感慨万千。他说：“我们只是

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菌草这项技术不仅能让农牧民富起来，还能

让荒地绿起来。”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宁远镇菌草推广种

植基地里长势喜人的巨菌草也是黄国勇带领

团队指导种植的。他告诉记者，这种草适合

在定西的土壤气候条件下生长，粗蛋白含量

高，适合牛羊吸收。2017 年，他们在定西市

渭源县和安定区开始试点种植了 400 多亩的

巨菌草，2020 年种植面积达 1.2 万多亩，以此

作为发展畜草产业的新草种，带动当地农户

实现增收。

如今，福建菌草跋山涉水、飘洋过海，遍

布国内外，绿了青山、富了百姓。林占熺说：

“我们将继续坚持‘发展菌草业、造福全人

类’的宗旨，为落实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实现、为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

贡献。”

事实证明，菌草技术发展前景

广阔，菌草产业大有可为，尤其适

合农林行业在生态治理、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推进脱贫地区乡村

振兴等项目中推广应用。应进一

步加大对菌草技术的研究推广及

应用。

但从过去的发展看，菌草推广

方式还较为单一。目前，菌草推广

主要采用政府领导下的技术推广体

系，由政府确定合作框架，自上而下

进行技术推广，通过项目推广与示

范辐射相结合的方式实现更大范围

的辐射和推广。受多种因素制约，

尤其是科研院所技术人才的欠缺，

导致菌草推广存在速度慢、覆盖面

小的问题，菌草产业链的延伸也面

临较大困难。

为 此 ，必 须 创 新 菌 草 推 广 模

式。在现有政府主导模式基础上，

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和引导

农业企业积极参与，与农林院校、农

科院所共同作为重要实施主体参与

菌草推广。尤其要充分发挥专业人

才的作用，通过建设教学与科研示

范基地、技术入股、技术转让、技术

许可等新途径，构建以企业为主体、

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菌草技术推广体

系，培养产业创新型人才，丰富和拓

展菌草推广模式，进一步延伸菌草

产业链，实现菌草经济效益、生态效

益、社会效益全面提升。

同时，也要进一步发挥好政府

引导作用，持续加大对菌草技术研发团队的支持力度，积极

促进菌草技术的示范推广，增强社会各界对菌草技术及产

业的认知；将菌草发展融入各地乡村振兴总体规划之中，使

农民从中获得切实收益。菌草技术研究团队则应持续优化

菌草栽培技术，将菌草在土地开发利用、治理水土流失、发

展菌业林业牧业、调整农业经济结构等领域的潜能开发到

最大。

在国际上，菌草技术对外援助推广已经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下一步，菌草推广还可从三个方

面发力：一是扩大合作范围和合作对象，尤其是与各国政

府、国际组织的合作，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更有效地服务各

国贫困地区，帮助减贫、创造就业。二是以对外援助为契

机，通过资本与市场的结合促进菌草技术成果转化。三是

加强与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协同合作，实现菌草产业在

各国的可持续发展。

菌 草 造 福 记
本报记者 薛志伟

9 月 22 日，杭州市上城区所

辖的万事利丝绸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在深交所创业板成功上市。这

是上城区今年以来第 8 家、总共

第 33 家上市企业。

作为杭州的中心城区，上城

是杭州唯一同时连接“西湖时代”

和“钱塘江时代”的发展通道，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与亩产税收连续

保持全省首位，是杭州信息、人

才、资金等高端要素的交会中心，

也是浙江省发展活力最强的区域

之一。

沿钱塘江一路北上，从钱江

一桥到钱江九桥，玉皇山南基金

小镇、杭港高端服务业示范区、钱

塘江金融港湾核心区、钱塘智慧

城 ，串 珠 成 链 ，犹 如 一 条“ 金 腰

带”，为上城区高质量发展创造了

资源优势。

上 城 区 委 书 记 刘 颖 告 诉 记

者，从南宋皇城到钱江新城，从吴

山天风到日月同辉，在上城，宋韵

文化、钱塘江文化、红色文化相映

生辉、相互交融、彼此赋能。目前

纳入 2021 年度之江文化产业带

重 点 项 目 共 22 个 ，投 资 金 额

304.5 亿元，项目数量、投资额、进

度均居全市前列。全区现有市级

以上文化产业园区（街区）11 个，

数量、面积均位居杭州市前列。

今年 1 月至 6 月，按文化产业国家

口径统计，实现限上文化产业增

加 值 15.1 亿 元 ，同 比 增 幅

40.7%。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主导

产业之一。

凤凰山下，有一片白墙黛瓦又颇具江南

古韵的建筑群。这里过去是简陋的民居，如

今已变成了一个全新的影视基地，一部部优

秀的影视作品在这里诞生、走向市场。这里

已集聚优质影视企业 50 余家，并辐射带动周

边馒头山文化街区内近 10 万平方米的产业

空间，促进影视文化产业集群发展。

据上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范卫东介

绍，上城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主要路径是依

靠数字化转型，一大批影视、创意

设计、数字内容、现代传媒等优势

产业脱颖而出。比如，影视产业

以凤凰山南影视基地撬动全产业

链发展，创作了《鸡毛飞上天》等

一大批优秀影视精品。上城影视

作品焕发蓬勃生机和无限魅力的

背后，是当地搭平台集资源、优环

境聚人才、把方向显特色的文化

产业创新发展新模式。

范卫东说，从产业到民生，从

数智到文化，上城区正全方位提

质增效。比如，即将落地联合利

华新业态全球总部、德勤全球云

事业总部、德科中国区总部等标

杆性项目，引进总部型金融机构

3 家以上。杭州行政区域今年重

新划定之后，新上城区的发展思

路更加明确，进一步致力于以科

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力争

培育更多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凤凰

行动”上市企业，高质量打造杭州

“ 城 市 硅 谷 ”和 浙 江 科 技 创 新

中心。

同时，上城区着力推动湖滨、

清河坊、十字金街互联互通，大力

发展商贸服务业，目标引进全球

销冠、品牌旗舰店 30 家以上；推

动四季青服装特色街区、龙翔桥

服饰城等专业市场数字化转型；

引领“老字号”国潮复兴；全年目

标 实 现 网 络 零 售 额 增 长 10% 以

上，批发零售额继续领跑全省。

今年“五一”期间，“三圈三街”（湖

滨商圈、钱江新城商圈、吴山商圈和湖滨步行

街、清河坊历史街区、十字金街）实现销售额

8.9 亿元，同比增长 46%。

上城区将充分发挥大平台大载体的引领

带动作用，进一步盘活弥足珍贵的“金腰带”，

提升金融服务、数字经济、智慧创新、引育文

化英才等集聚度和首位度；坚持将人才作为

第一资源，通过大力实施文化人才引育工程，

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文化人才，努力构筑

文化人才蓄水池。

9月22日下午3点，宁夏盐池县振远广场上人头

攒动。2021年盐池滩羊种公羊拍卖活动在此举行。

“这里是盐池县举办的第二届盐池滩羊种公

羊拍卖会的现场，今天共有 20 只优质种公羊待

拍 ⋯⋯”在活动现场，拍卖师卢芳边介绍边拿起

拍卖锤，宣布拍卖开始。几分钟过后，20 号种公

羊被以 2000 元拍走；大约 20 分钟过后，7 号种公

羊以 4200 元成交⋯⋯

宁夏盐池滩羊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

波告诉记者：“现在盐池滩羊名气越来越大。为趁热

打铁扩大知名度，提升品牌价值，县委、县政府决定

搞种羊拍卖活动。去年拍卖会十分成功，拍出2.6万

元的高价，相信今年拍卖会竞拍会更加激烈。”

当拍卖活动接近尾声，卢芳介绍：“下一个拍

品是 1 号种公羊，它体形健硕，毛路顺滑⋯⋯”话

音未落，竞拍者争相举牌，经过几分钟角逐，最后

18 号竞拍者以 3 万元的价格拍下。

随着拍卖槌落下，18 号竞拍者——宁夏朔牧

滩羊繁育有限公司副经理张连全说：“我们公司就

是为 1 号种公羊而来，今天志在必得，因为一只优

质的种公羊价值是非常高的。”

在拍卖现场，拍得优质种公羊的不仅有企业，

还有许多农户。来自王乐井乡牛记圈村盛博滩羊养

殖合作社的官占武，此次也拍得了自己心仪的种公

羊。他告诉记者：“举办拍卖会对我们来说是好机

会，不用再挨家挨户寻找优质种公羊了，省时省力。”

“我们不仅在丰收时节搞种公羊拍卖，今年底

还要通过‘中拍平台’在全国范围内举办线上风味

滩羊拍卖会。”盐池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胡建军说，

消费者越来越看好这种肉质细嫩、无膻腥味的盐

池滩羊，滩羊发展前景好。

盐池县滩羊办公室主任李强补充介绍，作为

经济欠发达的西北小县城，近 3 年盐池县政府每

年投入滩羊产业的资金超 1 亿元，尤其在优质优

价收购方面保持投入；今年为了进一步提高养殖

户的积极性，订单收购价每公斤超过市场价 6 元

至 10 元，同时推动银行加大对养殖户放款力度。

“听说盐池滩羊一只能卖到几万元，今天特意

赶来看看，真是不错。”从甘肃平凉赶来的贸易商

王正潮说。

几年间，盐池种公羊从每只 1000多元涨至 3万

元，背后是西北地区发展特色产业、推动乡村振兴

的不懈努力。

杭州上城区整合区内资源
—

—

实现全方位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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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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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推广模式做成更大产业

薛志伟

滩 羊 拍 卖 会
本报记者 许 凌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吴舒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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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20082008 年年 66 月月 1818 日日，，林占熺教授查看农户菌草鹿角灵芝生长情况林占熺教授查看农户菌草鹿角灵芝生长情况。。 （（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供图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供图））

图图②② 巴新农民种植的食用菌喜获丰收巴新农民种植的食用菌喜获丰收。。 （（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工作组供图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工作组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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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山东莘县河店镇不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引进新品种，建

设育苗大棚和配套设施，推动了大棚香瓜等产业快速发展，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图

为日前拍摄的河店镇建设的一座座蔬果大棚。 蒋云涛摄（中经视觉）

本报讯 净菜、薯条、粗粮饼干、鲜食玉米、地产酒饮、

即食小吃⋯⋯不一而足，瓜果蔬菜、米面肉蛋等琳琅满目，

来自京津冀的客商热切洽谈，与会企业家等穿梭其中，参

观、品尝、交流，现场气氛热闹而有序。9 月 27 日至 28 日，

以“搭建产销平台，促进农餐对接，发展县域电商，助力乡村

振兴”为主题的 2021 河北电商选品暨第四届京津冀（张家

口）农餐对接洽谈会举行。

本届农餐对接洽谈会聚集了京津冀地区近百家电商平

台、餐饮企业、超市、协会的采购商和本地农产品（食材）生

产、加工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等供应商，举办了企

业项目发布会、食材展览品鉴、餐饮发展论坛等活动，旨在

让优质农产品进一步走进京津冀市场，扩大张家口市农产

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来自京津冀的 30 多家餐饮企业和

张家口市的 40 多家农副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开展有效对接，

市电商联合会与美团优选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美团优选、

义和美鲜切蔬菜等进行了项目发布。

近年来，张家口市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打通区域销售

“最后一公里”的有力抓手，在资源引进、农产品产销对接、

人才培养等方面持续发力，先后指导 13 个县区成功申报国

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引进了京东、阿里等知名电商平

台，培育了京西宣府、万全卫道等 30 个本土电商特色品牌，

扶持发展酒快线、泥河湾等 100 多家本地电商，把张家口优

质产品带进了国内外市场。 （李向丽 杨伯强）

第四届京津冀（张家口）农餐对接洽谈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