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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新野县五星镇魏楼村产业园香菇

种植基地大棚内，菌棒错落有致，一簇簇香菇竞相

而出，长势喜人的香菇为村民撑起“致富伞”。

“一大早，我就赶过来摘香菇啦！”村民张荣珍

和其他工人一起，在大棚内采摘、分拣香菇，一刻

不停地忙碌着。一天下来，她能采摘香菇 200多
公斤，挣 80元钱。

“菌棒一定要轻拿轻放，不要碰掉菌丝，不然

就不会长香菇了。”该镇王岗冰峰现代农业种植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冰峰，在香菇大棚里向村民传

授种植香菇技术。他告诉记者，每天在这里采摘

香菇的村民有 40多人。目前，产业园香菇种植基

地共有 55个大棚，下一季准备再建 20个大棚。

李冰峰是魏楼村土生土长的村民。几年前，

他了解到魏楼村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适合种植食

用菌，就外出学习香菇种植技术。掌握香菇栽培、

菌袋管理等一系列技术后，他拿出多年的积蓄，凭

借灵活的头脑和敢闯敢干的劲头，于 2021年冬季

开始种植香菇。

有付出就有回报，不到一年时间，他种植的香

菇就产生了效益。

随即，他成立了王岗冰峰现代农业种植专业

合作社，发展社员 20余户，流转土地 50余亩，建设

香菇种植大棚。目前，年产香菇 10万公斤，不仅

带动了村民就业，还为村集体经济增加收入 5万
多元，一跃成为五星镇产业致富的带头人。

五星镇武装部部长王锐表示，为促进香菇产

业发展，五星镇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争取 110万元

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建立乡村振兴产业园食用菌

种植基地，并依托王岗冰峰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

作社，通过“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培育壮大

食用菌产业。目前，在基地的带动下，该镇前孙

楼、王葛庄、黄营等村香菇产业发展势头良好，香

为推动乡村振兴开辟了新天地。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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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桑坪镇种植兰花很有名，交易市场很红

火，我专门前来寻找商机谈合作。”在西峡县桑坪

镇，来自郑州的陈先生说起当地兰花种植就竖起

大拇指。昨日，记者走进桑坪镇，去感受兰花种植

产业为当地发展带来的勃勃生机。

在桑坪镇永乐广场，一棵棵娇艳欲滴的兰花

被早早地运到指定区域，来自广东、湖北、陕西等

地的兰花爱好者穿梭其中，或赞叹，或欣赏，或交

流……

在广场上和兰花爱好者交流心得的董成文，

家住桑坪镇凉水泉村。几年前，邻居养在屋顶的

兰花让他着了迷，他一有时间就前去“取经”，后来

他家的屋顶也种上了兰花。2023年，董成文投资

10多万元，在桑坪镇乡村振兴兰花产业园建起兰

花种植大棚。他告诉记者：“在家种植兰花，不出

门一年就能挣 30万元，兰花让我家过上了幸福日

子。”

在桑坪镇，像董成文这样的村民还有很多。

“这一棵 8000元，有喜欢的可以带回家，我马上就

下直播了……”村民刘青华正在直播。他在岭岗

村瓦关庙组有一个兰花种植大棚，以前他是到周

边县市交易兰花，看到喜欢的买回来，把自己种的

卖出去。现在他学会了直播，每天通过直播卖兰

花，然后进兰友的直播间买回自己喜欢的。

“近年来，桑坪镇不断发展壮大兰花产业，栽

种量达 8万盆，年产值达到 3000万元。”桑坪镇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该镇还建立了永乐广场交易基

地，村民也积极申报桑坪兰草品牌，打造豫西交易

批发基地，“兰花小镇”正在成为桑坪镇越来越响

亮的特色产业名片。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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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乡县余关镇子育村，蒲公英基地里

毛茸茸的“雪球”白茫茫一片，像是下了一

层雪，煞是好看！

“这是已经成熟的蒲公英种子，今天就

要收获了，看来产量还不错!”4月 14日，南

阳清泉蒲公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蒲公英种

植基地负责人李贤，看着密密麻麻的蒲公

英种子，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

“这得益于子育村丰富的水源。蒲公

英生长季节长，需水量很大，这里的带驹河

为蒲公英种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李

贤表示，之所以选择这里做基地，正是看中

了这一点。

伴随着一阵“突突突”拖拉机的轰鸣

声，一辆经过改装的蒲公英种子收割机下

地了。收割机驶过去，毛茸茸的“雪球”被

吸进了大口袋里，只留下蒲公英的叶子。

李贤说，蒲公英的种子每年只采收一

次，一亩地能采收 15公斤左右，因为收的

晚，长得较老，只能做药材。随后，再多次

采收蒲公英 15厘米至 20厘米长的叶子，制

成生态蔬菜销售。

蒲公英是一味中药材，又名黄花地丁、

婆婆丁等，全身是宝。蒲公英的花蕾能制

成蒲公英花茶，根和叶都能入药，具有清热

解毒、消肿散结等功效。同时，它也是餐桌

上的一道美味，药食两用。蒲公英适应性

强，不生病，不生虫，生长期间全程不打农

药，绿色无污染，深受群众喜爱。

李贤介绍，蒲公英种植一次，可连续收

获 3 年，第三年将根部挖出，作为药材出

售，每亩可收入 4000多元。叶子可作为蔬

菜，每年可采收五六茬，每亩可收入 4000
多元；每年还能收种子，每亩也能卖 1500
多元。

种植蒲公英，浇水、除草、收割都需要

人工，为子育村群众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加

了收入。“今年种了 200亩，需要的劳动力

更多，本村的劳动力都不够用了。”子育村

党支部书记王建伟说。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种植蒲公

英为子育村乡村振兴找到了一个新的支

点。

“我们下一步将采取‘公司+基地+农
户’的模式扩大经营，还要进行深加工，向

饮料、茶品等方面发展，延伸产业链条，提

高产品附加值，推动蒲公英种植、加工、销

售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谈及

未来发展，该公司总经理刘晓坤信心满

怀。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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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香菇撑起村民小香菇撑起村民““致富伞致富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