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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山东省商河县孙集镇的

预制菜在网上“火”了：近日，坐落在

该镇的济南四季丰食品有限公司

（下称：四季丰公司）在一次网络直

播中，12小时卖出90万单预制菜。

这一“战绩”超出很多人的预料，也

让企业和广大种植户看到了蔬菜产

业的新“风口”。

龙头企业入局 拉长产业链条

孙集镇是一个农业乡镇，经济

作物主要是蔬菜。全镇常年蔬菜种

植面积1.2万亩左右，其中设施蔬菜

种植面积5000多亩，蔬菜常年保持

较高产量。“但种植户的收益一直不

是很高，主要原因是一家一户分散

生产，没有深加工龙头企业，产业链

短，生产比较效益低；其次，种植户

销售原菜主要靠客商上门收购，价

格自己说了不算，非常被动。”该镇

负责蔬菜生产的陈秀国说。

为解难破题，2013年，该镇引进

了四季丰公司。该公司总经理吴建

峰介绍，公司主要业务是速冻净菜

出口，国内外年销售量2万吨左右。

抢“鲜”一步 紧抓预制菜风口

近年来，随着消费个性化发展

及网络销售的火热，被称为“懒人福

音”的预制菜开始大行其道。

2019年，面对“懒人经济”带来

的新商机，孙集镇立足当地蔬菜产

业，抢抓机遇，积极帮助四季丰公司

布局预制菜“新赛道”，投入400多

万元打造四季丰预制菜生产车间，

以当地蔬菜为主要原料，生产加工

净菜、即食沙拉、混搭肉食等预制

菜。同时，为帮助企业开拓销售渠

道，该镇与企业积极探索“互联

网+”模式，投资20余万元在四季丰

公司建设高标准直播间一处，发展

培育运营团队，通过对接电商平台，

开展达人带货、专场推介等系列推

广活动，目前，预制菜日均成交订单

量可达6万单。 （据《农村大众》）

日前，在重庆市铜梁区大庙镇

三品村乡村振兴车间墙上，张贴着

桑枝食用菌开发的科普挂图，一间

间功能室里，安放着生产菌种的现

代化仪器仪表，一个个菌架上，摆满

着一排排圆柱型的菌袋，菌袋的两

端长出一簇簇白色的菌朵。

“目前，三品村以桑枝为主要

培养料开发出了平菇、金针菇、秀

珍菇和桑黄几个品种，并开始形成

量产。下一步，还将开发香菇、木

耳等多种食用菌系列产品。”三品

村第一书记王登洪介绍说，“桑-

菌-肥”资源循环利用模式实现产

业转型升级，为乡村振兴产业振兴

注入新活力。

桑枝食用菌是将桑树枝条粉碎

后，经过发酵、消毒等工序，再加入

菌丝制作而成。桑枝菌的成功开

发，是继三品村成功开发出桑叶粉、

桑叶面、桑叶茶、桑酒等产品之后的

又一新农业特色新产品，延长了桑

原料的产业链条。

据介绍，桑枝富含脂肪、蛋白

质、纤维素等营养物质，它作为菌袋

的主要原料，其营养成分完全满足

食用菌培育的营养要求。在蛋白桑

基地不远处，8个桑枝菌大棚即将

开建。王登洪介绍说，这8个桑枝

菌大棚在年底前建成后，每批可以

投放160万包菌袋，每个菌包可产1

公斤鲜菌，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值得一提的是，桑枝菌生产后的

菌包，是优质的有机肥，可作蔬菜、粮

食、花木、果树、桑林的底肥，实现了

循环利用。 （据《重庆日报》）

近日，在河南省禹州市

鸠山镇李村，一座现代标准

化肉牛养殖厂依山而建，牛

舍里一头头膘肥体壮的“西

门塔尔牛”满足地吃着新鲜

美味的草料，养殖大户李大

兵忙着打扫棚圈、拉草喂

牛，古铜色的脸庞上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

据了解，李大兵1990

年出生，在上海、宁波等地

工作了15年后，于2021年

返乡创业养牛。通过近两

年的摸索，他已成为附近

有名的“养牛专家”。

在外工作的李大兵，

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了

解到养殖肉牛经济效益

高、市场前景大，便萌发了

返乡创业养殖肉牛的想

法。返乡之初，很多人都

不理解他，年迈的父母更

是想不通他的做法。

返乡前，李大兵通过多

种渠道学习了养牛知识。

尽管理论知识储备到位，但

真正开始养牛时，他还是尝

到了苦头。买回来的30头

牛难产，他四处寻医问药，

每天守在牛舍，给牛量体

温、喂药、打针……半个月

的时间，李大兵整个人瘦了

一圈，深刻体会到了创业的

艰难。遇到的问题多了，李

大兵便精通了牛的脾性和

生长规律，慢慢将牛养得又

肥又壮，成了小有名气的

“养牛百事通”。

“去年年底到现在，我

已经出栏了40头牛。每头

牛都在1300斤左右，按照

市场价能卖到3万余元。

刨去成本，一头牛我能净赚

1万元左右。”算着自己的

“养牛账”，谈起“致富经”，

李大兵笑得合不拢嘴。

前不久，李大兵花费

近 30 万元，建起了草料

场，并购置了一批打捆机，

待草料储备好后便准备前

往内蒙、吉林、辽宁等地引

进母牛。“这次我准备引进

200头母牛，西门塔尔，夏

洛莱、皮尔蒙等品种都引

进一些。”李大兵介绍说。

李大兵从不吝啬对他

人养牛技术的指导，热心

为村民提供优质牛苗，让

村民每个月有了固定的收

入，依靠养牛产业一起铆

足了“牛”劲儿向小康生活

迈进。 （徐嘉）

废桑枝孕育“致富菇”

12小时卖出90万单预制菜

抢“鲜”新风口，预见新商机
90后小伙返乡
创出“牛”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