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码上看报码上看报

版7
编辑编辑：：张朝辉张朝辉 校对校对：：党菲党菲 美编美编：：王樱羽王樱羽 20232023年年1111月月2323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创富天下
码上订报码上订报码上看报码上看报 码上订报码上订报

“我们培育出来的蘑

菇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

来玩儿的。”程洪杰在青

岛、北京、济宁等地工作14

年后，带着丰富的食用菌

生产研发经验，与爱人一

起回到山东省临沭县黄庄

镇创业，开启了一段“好

玩”的新“菇”事。

刚回乡时，程洪杰主

要做蘑菇的种植与销售，

后来他从“体验式农业”中

获得启发，看到了人们对

观察体验种植的兴趣，加

之自己有多年的食用菌研

发经验，便由种蘑菇、卖蘑

菇转变为培育“好玩”的蘑

菇菌种。

经过尝试，程洪杰发

现，消费者对平菇类产品

有较高的认知度和兴趣，

于是他最终选择了红平

菇、榆黄菇、白平菇、灰平

菇等10多个平菇类菌种进

行培育：“这些品种种植起

来很简单，只需要喷点儿

水，3-7天就能出菇。出菇

后，蘑菇一天一个样儿，10

多天就能采摘。对小孩子

和阳台种植爱好者来说，

既能享受到种植的乐趣，

还能见证蘑菇的完整成长

过程，这种体验感是与众

不同的。”

销售环节，程洪杰主

攻线上。他没招聘专门的

运营人员，而是通过购买

课程自学网店运营方法，

一个人兼拼多多、抖音、淘

宝三个平台的运营官：“线

上平台的销售额占总销售

额的90%以上，其中拼多

多是主力，我们开了6家直

营店。”

种蘑菇时，程洪杰一

天的销售额是 4000 元左

右，培育菌种以后，年销售

额能达到 1000 万元。谈

到今年“双十一”的线上销

售业绩，程洪杰遗憾地表

示，因为老工厂生产能力

不足、货源紧张，没能推出

优惠活动，从而影响了整

体业绩，“我们的新工厂已

经投产了，明年肯定能供

上足够数量的货。”

今年10月下旬，程洪

杰在曹庄投资建设的新工

厂正式投产。黄庄的老工

厂占地约8亩，每天能生产

4000多包菌种，曹庄的新

工厂占地约25亩，菌包日

生产量达到1.3万包左右。

新建成的园区，干净

整洁，看不到太多工人的

身影。“新工厂引进了菌包

装袋、净化、培养、灭菌等

设备，基本实现了自动化、

规模化的生产方式，菌包

成活率也提高了，能达到

99%。”程洪杰说。

一袋小小的菌包，成

了返乡新农人的大产业。

今年，程洪杰入选临沭县

“四雁工程-归雁”人才，成

为回乡创业的典型代表。

谈到对未来的打算，程洪

杰表示，他会稳扎稳打，做

好新工厂的生产，并会持

续深耕“观察体验种植”这

条路子，同时主攻互联网

市场进行销售。

（据《农村大众》）

11月3日上午，河南省息县

路口乡弯柳树村“大米姐”王春玲

很激动，因为地里的酵素晚稻开

镰收割了。

抱着田里的稻子，王春玲觉

得就像抱自己的孩子一样，这片

稻田是她全部的寄托和希望。

王春玲曾经开了一家批发门

店，因为2016年3月在弯柳树村

听了一场传统文化讲座，她决心放

下批发生意，投身有机农业生产。

王春玲很快就转让了门店，

领着全家来到弯柳树村，租了

300亩地，成立了远古生态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让土地休耕一年后，王春玲

开始着手制作酵素，按照红糖、果

蔬（买来的变质果蔬）和水1：3：

10的配比酿造出酵素，把酵素洒

到正在休耕的田里。

在用酵素种植有机大米的过

程中，王春玲不仅学会了酵素酿

造技术，还学会了育秧、插秧、收

割等农活，开拖拉机犁地也不在

话下。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2020

年，王春玲欠下几百万元的外债。

还干不干？经过几天的思

考，王春玲得出的答案是：不能

放弃自己辛辛苦苦养育了5年的

土地！

经过多年的精耕细作，300

亩土地的微生物得到很好的改

善，粮食从2017年的亩产50公

斤提高到了2020年的亩产300

公斤，再到今年的平均亩产450

公斤。

王春玲用酵素种出的有机大

米，软糯香醇、筋道十足、回味甘

甜。经息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抽样检测，重金属含量和农药残

留为零。 （余江 冯莉）

“大家看，这个智能打捆机要

注意速度和力度”“植保无人机的

飞行高度很关键”……这两天，水

稻收割进入尾声，而在江苏省苏

州市吴中区临湖镇中的湖桥村，

新农人潘明江的智慧农业小课堂

才刚刚开始。

作为苏州湖嘉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他不仅要管

理近1400亩土地，更担负着将智

慧农业的“火种”传播给每一位村

民、种植能手和合作社负责人的

重任。

46岁的潘明江，曾是一名普

通公司职员，但随着智慧农业的兴

起，他的身份和工作方式都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前两年，他回到

湖桥村，依托新型农业技术，实现

从传统农业到现代智慧农业的转

型。通过引进植保无人机、智能打

捆机、智慧监测大屏和物联网系统

等，潘明江和他的团队正在用科技

重新定义农业生产。

在过去几年中，潘明江和他

的团队通过使用智慧农业技术，

实现显著的成果。不仅提高土地

产出效率，而且生产出的农产品

质量也得到大幅提升。例如，产

出的大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颇

受欢迎。

有了智慧农业，不仅提高了

工作效率，更改善了农民的生活

质量。潘明江说，以前到农忙的

时候，公司需要70个人，而现在

只需要15人。

随着智慧农业技术的不断推

广和应用，湖桥村的农业生产也

正逐渐转型。近年来，湖桥村引

进了许多农业科技企业，协助农

户进行技术升级、农业数字化改

造，进一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据《苏州日报》）

闫任龙是甘肃省通渭县

榜罗镇庙滩村村民，2000年

开始养牛，从一头牛养到现

在的一百多头，从人工喂养

到机械化养殖，从毫无经验

到技术娴熟，从村里的唯一

养殖户到带动全村发展的养

殖大户……

他流转了本村和邻村的

400多亩撂荒地，种植饲草

玉米，牛的粪便经过发酵和

处理，变成有机肥料，施到玉

米地里，既减少了化肥投入，

又让饲草玉米的品质大幅度

提升，吃了有机饲料的育肥

牛，肉质鲜美。

今年，闫任龙青贮了

4000多吨饲草玉米，引进基

础母牛26头，政府奖补各类

资金达30.8万元。

“只要养牛20头以上，我

都推荐粉碎喂料机。”闫任龙

从喂料机上跳下来说道，从牛

把草料吃得精光就可以知道，

粉碎的饲料很适合牛的胃口。

顺着闫任龙手指的方向

望去，只见粉碎机将发酵好

的青贮饲料快速进行切割，

再通过传送带送到搅拌机

中，搅拌料斗可以搭载其他

一些饲料和干草料，完成搅

拌后倒入小型拉车，就可以

进行喂养了。

“三分养，七分看。养牛

就像养孩子一样，要多关心。”

闫任龙关爱牛的方式之一是

以青贮玉米为饲料。他说，以

前秸秆基本上都废弃了，如今

却成为“金饽饽”。

（据《甘肃农民报》）

11月2日，在河南省叶县

任店镇柳营村旭洋食品加工

坊，负责人张秋阳正在车间察

看生产情况。“正在生产的是

油炸蚂蚱串，这是来自广东东

莞的1000箱订单，预计明天

可以发货。”张秋阳说。

今年46岁的张秋阳，早

年在南方务工，后来为了照

顾父母和孩子，选择回乡发

展。回乡之后的张秋阳，没

有像别人一样忙时种地、闲

时务工，而是选择了创业。

他先后卖过种子、农药，但都

没有获得让他满意的成效。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秋阳听

云南的朋友说养殖蚂蚱前景

不错，他又在网上了解了蚂

蚱养殖信息，看到南方城市

的饭店和集贸市场都有需

求，认定蚂蚱养殖具有一定

的市场前景。

2016年年初，张秋阳购

买保温薄膜、防蚊网等材料，

在自家承包地里搭建起大

棚，并购买了蚂蚱种苗进行

养殖。此后，他通过自繁自

养，将养殖大棚从1个发展

到10个、20个，一步步走上

特色养殖之路。

起初，张秋阳的家人不

太看好蚂蚱养殖，觉得蚂蚱

这些害虫哪会有什么价值，

可张秋阳却打定了主意。慢

慢地，张秋阳养殖蚂蚱有了

起色，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周

边村民看他干得热火朝天，

也纷纷前来学艺。对于前来

学艺的村民，张秋阳免费给

予技术指导，还对他们养殖

的蚂蚱进行回收，解除了大

家的后顾之忧。

如今，张秋阳又成立了

旭洋食品加工坊，将蚂蚱养

殖延伸到昆虫食品加工和销

售，让害虫变成网红食品。

目前，他的旭洋食品加工坊

已开发出五香、孜然、香辣油

炸蚂蚱、油炸蟋蟀等6个品

种，主要销往广东、山东、江

西等地。

（据《河南日报农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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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姐”用酵素种出有机大米

看新农人如何用新科技玩转1400亩地

害虫变身“致富虫”
小蚂蚱“蹦”出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