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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活了一年，值了！”盘算
账面时，王文喜夫妇俩感到无
比喜悦。今年家中的8个黄粉
虫养殖大棚，刨去各类成本，
一共挣了400多万元。“这是俺
们见效益的第二年，不光把前
期的本钱挣回来了，还多出来
不少。”

王文喜是山东省鄄城县引
马镇申河口村的养殖户，他靠
着自己摸索出的黄粉虫养殖技
术，不仅铺就了自己的“黄金
路”，还以家庭作坊的形式带动
了10余户村民，平均每户年收
入高达10余万元。但在2020
年以前，他还是个养殖门外汉。

“以前，俺两口子是生产建
筑板材的。这些年建筑行业不
景气，一直想转行。”王文喜说，

“五六年前去江苏出差时，就了
解到黄粉虫这个新兴产业，但
那时没放心上。”

2020年春天，王文喜在朋
友的介绍下，了解到目前许多
国家通过发展人工饲养昆虫来
解决蛋白质饲料来源问题，黄
粉虫这个昆虫中的“蛋白之
王”就是突出代表之一。“黄粉
虫也叫面包虫，它的养殖周期
短，一茬仅75天。而且黄粉虫
一年四季均可繁殖，全年都有
收益。”他说，“黄粉虫主要供
出口，欧美国家对它的需求量
极高。”

两口子说干就干。“最开始
建了4个养殖大棚，每个棚720
平方米，一个棚的建设费用就
是50多万元。”王文喜说。黄
粉虫对养殖环境的温度要求很
高，棚内全年温度都要保持在
28℃左右，否则极易造成大批
量死亡。因此，大棚的保温隔
热是建设的重中之重。

大棚建好后，雇工人、进种
苗、买饲料……养殖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两口子兴冲冲地忙活着，可是谁也没有想
到，意外还是发生了。“那阵子，每天都有一
大批的虫子死亡，不算前期的建设成本，第
一年俺俩赔了将近100万元。”王文喜说。

迫不得已，王文喜用一个大棚再次开
始试验。“从繁殖到喂养，每一步都一点点
地试着来，尽可能地控制变量。”王文喜这
一试就是将近两年的时间，到2022年春
天，黄粉虫的成活率就能保持在 98%以
上，“开始见效益后，这才又新建了另外4
个大棚。”

这两年，王文喜还养殖了不少大麦
虫。“大麦虫富含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在南
方的不少酒店都很受欢迎。”王文喜说。
2023年，王文喜月均出售黄粉虫和大麦虫
45吨，每吨的纯利润约7500元，年纯收入
超400万元。“不仅如此，黄粉虫的粪便可
以配做宠物饲料使用，市场价格大约是
2000元/吨。”他说。

（据《大众日报》）

日前，在河南省鲁山县熊
背乡大麦王村的一片杨树林
里，掀开一个由二拱构造、二层
薄膜覆盖的羊肚菌棚，只见一
大片白色的菌丝已基本覆盖了
整个地垄，明眼可见长势不错。

“这片林地大概有5亩，按
照羊肚菌目前的长势和价格，
如果不出现大的自然灾害，净

赚10万元不成问题。”今年73
岁的李中山说。

李中山5年前开始种植羊
肚菌，是鲁山县最早种植羊肚
菌的菇农之一，目前是个有经
验的菇农了。

“羊肚菌属于低温菌，一般
从头年的11月底开始种，来年
3月采摘完毕，适宜在林下种

植。林地地租
便宜，相对来
说 收 益 就 高
了，我们村的
菇农大部分都
是在林下种植
羊肚菌的。”李
中山说。

大麦王村
地处沙河支流
让河畔，辖区
林区面积广，

是河南省科技特派员、鲁山县
菌菇界的土专家杨十一对口帮
扶村。杨十一引种赤松茸和羊
肚菌成功后最先在该村推广。
由于这两种菌都属于低温菌，
可以在北方落叶乔木的休眠期
利用林下空间种植，且收益比
较高，因此该村群众纷纷种植。

“我们村目前可以说是熊
背乡种植赤松茸和羊肚菌面积
最大的村，农户种植面积从三
五亩到三五十亩，目前赤松茸
种植户有10多家，总面积60多
亩。羊肚菌种植户有30多家，
总面积200多亩。这两种食用
菌亩均效益都在2万元以上，我
们村不少困难户都是通过种植
这两种菌实现稳定脱贫增收
的。”大麦王村党支部书记许海
涛说。

（丁需学乔新强）

新春时节，户外依旧寒冷，
江苏泰州医药高新区（高港区）
大泗镇康乐村的一座座温室大
棚内，却暖意融融。一排排小
青菜伸展着嫩叶，村民们手持
割菜刀，三五成群地采收青菜，
时不时传来欢声笑语。大棚外
的大道上，村党支部书记孔德
付带领大家将一袋袋青菜装上
大货车。

孔德付说，2021年，康乐村
与南京一家食品加工企业签订
合作协议，持续供应小青菜，

“这家企业旗下有1000多家早
餐店，是南京家喻户晓的早餐
品牌，跟他们合作，咱们的小青
菜不愁卖！”

在孔德付看来，农产品“种
得好”不等于“卖得火”，想在市
场站稳脚跟，选对产品找准销
路是关键。“一开始，我们尝试
种植韭菜、黄瓜、西红柿等品
种，但这些蔬菜季节性强，种多
了卖不出去，只能烂在地里。”
孔德付四处奔波，辗转多地考
察学习，偶然间发现了藏在小
青菜里的“致富经”。

小青菜种植成本低、生长
快，不受季节限制，是江浙地区
市民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家常
菜。每斤利润虽少，但进行规模
化种植，以量取胜依然有利可
图，而且能盘活村里大片闲置土
地、低效用地，有效带动周边村

民增收致富，壮大村集体经济。
一番讨论研究后，村里决

定采用“党组织+企业+村集体”
的发展模式，整合各类资金、资
产和资源，与江苏拓世达供应
链有限公司进行长期订单式产
销合作。

“原本村里仅流转了60亩
地种植小青菜，后来规模越来
越大，市场供不应求，干脆又流
转了200多亩地。”孔德付指着
面前大片的绿色大棚，颇为自
豪。如今，村里各类设施蔬菜
大棚200余栋，年产量约400万
吨，带动3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
人均年增收近2万元。

（卞梦婷 鲍仁）

“我们种的牧草是三种牧
草混种，黑莓草是增加猪的粗
纤维，为了填饱肚子。”近日，记
者走进贵州省大方县绿塘乡高
峰村谢涛的养殖基地，80后谢
涛夫妇俩正在收割牧草，谢涛
介绍，除了黑莓草还种了紫花
苜蓿和三叶草，以保证猪所需
的均衡营养。

2011年，在外务工多年的
谢涛携家人回乡创业，也就是
从那时起，他开始琢磨种猪养
殖的事情。

“我们以前在外打了几年
工，确实不好打，回家来就想到

创业，在农村，养牛成本太高，
养猪成本相对较低，所以我们
选择了养猪。”谢涛说。

为了解决养殖技术等问
题，谢涛可谓是走出去、请进
来，花足了功夫，前后出去学习
十余次。“技术我们一部分是从
外边学来的，也去其他养猪场
进行参观学习，自己在书本上
学了部分，实践经验一部分，政
府又组织学习了部分，现在基
本没多大问题了。”谢涛说。

谢涛的养殖基地除了进行
科学养殖，还通过网络直播进
行销售和养殖技术的指导，口

齿伶俐的妻子郭政菊成了谢涛
的最佳搭档，负责日常的网络
直播，不仅收获了大量粉丝，还
吸引了不少客户前来购买。

“这种猪体型好，抗病能力
强，出栏时间短，我已经是第二
次来买猪了，这次买了18头。”
养殖户肖远奎说。

为了提升市场竞争力，提高
养殖效益，谢涛还引进杜洛克、
二元猪、大约克等优良品种，进
行特色养殖。同时，谢涛还利用
自己的养殖特长和销售能力，发
动周边五户群众一起进行种猪
养殖。 （据《贵州日报》）

亩均效益2万元以上 低温菌种出高收益

年出栏上千头，年产值达200多万元

80后“夫妻猪倌”养猪有“绝活”

小青菜里藏着“致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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