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济宁 报2025.4.11 星期五 责编 倪艺 组版 田春燕 审读 吕晨晶

人勤春来早，菌香满棚飘。进入4
月，鱼台县王庙镇高庄村的恒茂谷物农
场里，首茬羊肚菌迎来大丰收，一株株菌
菇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村民们正忙着
采摘成熟的羊肚菌，忙得不亦乐乎。

“这是我们今年引进的新品种，叫提
苓，它优点是个头大、产量高、上市早。”
恒茂谷物农场负责人陈建说。据了解，
陈建种植的5个羊肚菌大棚，平均亩产7
百至8百斤，每亩羊肚菌可收入4万元
左右。羊肚菌收完后，4月初紧接着种
玉米，8月再种芹菜，实现“一棚多用”。

“我们采取的轮作种植方式，一年能
种三茬，有菌、甜玉米、芹菜。根据这几
年的经验，综合算下来，一亩地靠着这三
茬作物，总收入能达到5万多块钱。”陈
建细细盘算着。

高效轮作不仅催生土地效益，更盘
活了农村劳动力。村民在家门口实现

“四季有活干，增收不离乡”。“俺就是本
村村民，在这里采摘羊肚菌、掰玉米、割
芹菜，中午还管顿饭，既不耽误接学生，
一天还有100多块钱工钱，确实不错。”
王庙镇高庄村村民王金凤说。

截至目前，王庙镇已培育羊肚菌、冬
枣、毛木耳等10余个特色产业，年产值
1.28亿元，带动超万名群众增收。而“三
茬轮作”模式经3年验证，今年将向周边
村镇全面推广。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万德龙
通讯员 霍学全 田原宇）

日前，记者走进位于鱼台县唐马镇双孢菇智慧产
业园，一座座高标准大棚鳞次栉比。棚内一张张“菌
床”上，朵朵伞盖银白、肉质肥厚的双孢菇破土而出，
娇嫩新鲜。在这些“空调房”里种植双孢菇，不仅产能
飞跃，一年四季皆丰收的美好愿景也实现了。

双孢菇，又称圆蘑菇、白蘑菇，肉质肥嫩，含有多
种糖类及氨基酸类物质，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眼下，
双孢菇迎来了丰收季。工人们正忙着采收成熟的双
孢菇，并按照等级进行分拣、削根、装篮，棚内一派繁
忙景象。

唐马镇双孢菇智慧产业园今年2月份刚刚建设完
成，占地面积40余亩，建设有27个智能化菇房，总投
资1500余万元。产业园采用边建设边种植的错时种
植方式，第一茬双孢菇经过二十多天的培育，目前已
陆续上市，市场供不应求。

“我们生产的双孢菇，一部分经过粗加工，发往河
南的双孢菇罐头厂制作罐头，出口俄罗斯、韩国等十
几个国家；一部分作为商品，销往浙江、上海、福建等
地的大型商超，深受广大消费者欢迎。”产业园负责人
孙国庆告诉记者。

“以前的自然棚是靠天吃饭，天气变化温度不好
掌控。自从我们建了这种恒温棚，能在物联网手机平
台上操作，非常方便，温度可控产量也比较可控。目

前来说，产量还是比较理想。”技术人员王荣福说。
产业园配备了智慧农业控制系统，对大棚内的风速、
温度、湿度等实时精确控制，使大棚常年保持恒温，

“智能化温控栽培，让双孢菇从播种到收菇仅需二十
多天”。

目前，一茬双孢菇产量达每平方50斤左右，预计
今年鲜菇年总产量将达到200吨，按照目前4块钱左
右的市场批发价格，产值可达1000余万元，带动就业
300余人。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万德龙 通讯员 李英华 邱鹏翔

近日，记者走进曲阜市陵城镇古路套村新建的菌
类养殖加工车间，映入眼帘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
景象：工人们把菌棒放置在指定位置，进入醒菌阶
段。这不仅是菌类养殖由“庭院经济”向规模化生产
的转变，更是陵城镇全面推进“一块田”的生动实践。

“我们对村南废弃的大坑进行回填再利用，用于
建设1000平方米的菌类养殖车间，主要培育白玉木
耳、圆蘑菇等多种食用菌，预计经济效益将达50万
元。”古路套村党支部书记孔凡珍介绍道。新建车间
具备良好的通风、保温和遮阳性能，能为菌类的生长
提供适宜的环境条件，生产培育过程虽然烦琐，却是
古路套村实现产业振兴的关键所在。

古路套村位于陵城镇东北部城市规划区内，属于

资源紧缺型村庄，由于离城较近，大部分年轻人长期
在外打工，村内妇女劳动力较多。为有效盘活闲置土
地和人力资源，找到一个适合本村的致富增收路径，
古路套村于2022年底利用本村几处闲置院落试种蘑
菇，不仅解决了十余人的就业问题，也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和销售渠道。

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大，在陵城镇的积极协调下，
古路套村顺利盘活村南废弃大坑，建设蘑菇养殖基
地，逐步将“小蘑菇”做成大产业。对于能在“家门口
就业”，村民李海洋深有感触：“过去为了生计，好多人
都选择外出打工；现在蘑菇销路这么好，不出家门就
能挣钱，还不耽误照顾家里的老人孩子，大家都盼着
基地抓紧建起来！”

鱼台县唐马镇：

蘑菇住进“空调房”，一年四季皆丰收

这里的菇菇事很精彩

曲阜市陵城镇：

盘活废弃大坑，建设蘑菇养殖基地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伟栋 通讯员 武鹏

鱼台县王庙镇：

四季有活干
增收不离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