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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排的香樟树下!是一座座的
香菇大棚! 棚内香菇种类众多"春
栽菇#秋栽菇#高温菇$$有的菇
棒置于架上!有的密密匝匝放在地
上%四周用沙子围着&

看着棚内长势喜人的香菇!合
作社负责人孙银柱意气风发地说"

'别看我们社成立的时间不长!可
我们的特点是日日有鲜菇可采!全
年可产鲜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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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吨 ! 年消耗树
枝% 树皮% 玉米芯等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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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吨&(

孙银柱说得不假) 光在记者
采访的几个小时内! 从陆续来收
购食用菌的商贩就能看出! 合作
社的效益不错& 对于一个刚起步
的合作社! 能有这样的生产规模!

确实很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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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蚊遮光又除虫

益博食用菌专业农民合作社
位于卧龙区青华镇杨李庄村!成立
于

0&%%

年
/

月&成立之初!合作社
就确立了绿色%诚信%规模%共赢的
发展思路&早在谋划%运筹阶段!合
作社就已通过专家及相关技术人
员了解到香菇喜阴耐凉!于是便在
地里预留给棚子合适的宽度!种下
了成排的香樟树&

正是盛夏时节! 香樟树下!暗
香浮动!凉爽宜人& 孙银柱说起香

樟树来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些
香樟树当时连买带种每株花费
%&&

元 !现在也升值了 !一棵能卖
四五百元! 产生了不小的经济效
益& 当然啦!我们看重的不是这点
效益& 香樟的气味可驱除蚊虫!杀
灭害虫!同时香樟树阴浓厚!非常
适宜香菇的生长& (

而在整个香菇的生产过程中!

合作社做到 '吃干榨尽( 所有的
资源! 且不产生丝毫的污染 & 对
于生产中极少没有出菇的棒 ! 合
作社都集中回收后通过粉碎重新
装袋加以回收利用! 利用完后的
废棒也卖给了附近的电厂作为发
电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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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四季有鲜菇

在南阳!一般的户家只育有春
栽菇!而卧龙区益博食用菌专业农
民合作社不但有春栽菇!更以秋栽
菇为主& 为更好地掌握这项技术!

他们专门高薪聘请了技术员 & 据
说!秋栽菇采用夜间点种!发酵周
期相对较短!更易于控制&

春秋两菇的种植!使得益博食
用菌农民合作社一年四季都产菇!

而且产量还很大&光合作社的总部
就有各种菇棚近百个!整个场区占
地

(&

亩! 加上辐射带动的大小种
植户

0&

余户! 年产鲜菇可达
/1&

余吨&

合作社产品也于今年初获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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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 有了这个通行证!加上
菇好量大!产品早已供不应求& 孙
银柱说!现在合作社产品近销南阳
各超市!远的销到郑州%西安%太原
等地!甚至韩国也有商人与他们有
合作的意向&

正在进货的曾凡强对记者说"

'我在南阳跑香菇市场十多年!之
所以选择益博食用菌合作社的产
品是因为!一是这里产的香菇质量
满意!二是乐见其产量& 我会一直
同他们合作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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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带富众乡邻

正在合作社摘菇的孙玉坡有
两个开心&

一是农闲时在这里一天能挣
五六十元!二是通过去年在这里打
工! 他也找到了一个挣钱的好门
路& 去年年底的时候!他也试种了
%

万棒 !在合作社的指导下 !半年
多的时间里!他已获得了近两万元
的收益&

仅用工支出一项 ! 合作社一
年可为当地农民带来

)&

多万元

的收入&

镇平的江克轩有自己的面粉
加工厂!整天忙得不可开交& 他是
益博食用菌专业农民合作社小麦
麸子的供应大户!他在同益博的合
作过程中看到了其中极大的商机!

于是在今年初果断地投入近
)&

万
元进行香菇生产&

记者看到江克轩的香菇棚建
在一片数十亩的杨树林中!杨树都
有碗口粗细!林中浓阴铺地& 仅仅
两个月的时间!江克轩已收回

%

万
多元的投入&陪同的合作社工作人
员王显涛说!林下种菇不仅节约了
建棚费用! 通风效果更加明显!其
生长周期也相应缩短了&此种模式
特别适合种植中高温菇!出菇时间
可以延长半个月& 按现在的长势!

他估计到今年十一前后!就能够收
回全部投入!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
条件比他们合作社那里要好得多&

另外!合作社还为'菇农(提供
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4

签订技术承
包合同

4

实行订单生产
4

统一供应菌
种%统一技术指导%统一回收销售&

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农户有意
加入到合作社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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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区益博食用菌专业农民合作社

四季可产香菇 带富一方乡邻

合作社简介! 成立于

0&%%

年
/

月! 入社会员
0)

户!总资产
)&&

万元" 年可

产香菇
/1&

万吨"

经营妙招 ! 创新香菇

种植方法! 实现一年四季

可产菇" 指导农户林下种

植!提高经济效益"

众人支招破解"垃圾围村#难题
本报记者 王笑 王涵

自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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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刊 '互动话题(

栏目发起 '垃圾围村问题咋解决(话
题后!近一个月来!众多热心读者朋
友给记者来信来电支招!为农村垃圾
处理出谋献策&'众人拾柴火焰高(&记
者相信!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下!农
村垃圾围村问题定有解决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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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环保意识

西峡县人民法院的王玉信来
信说 ! 农村不但缺乏生活垃圾处
理系统 ! 更重要的是人们根本就
没有意识到垃圾处理不当会对自
己的健康带来不利影响 & 这一
点 ! 在记者下乡采访时深有感
触 & 在农村 ! 农民把生活垃圾随
意丢弃 ! 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

多数人没有卫生意识&

王玉信说 ! 近年来有关部门
也加大了环保知识 % 政策 % 法
律 % 法规的宣传教育力度 ! 但宣
传方式趋于形式化 ! 不能够深入
农民内心&

因此 ! 他建议环保教育活动
形式应该多样化 & 各有关部门 %

各基层组织都要行动起来 ! 广泛
宣传环保知识 ! 形成全社会抓环
保 % 重视环保 % 热爱环境的氛
围 & 如在城乡开展环保知识巡回
展览 % 增印环保宣传单张 % 举办
环保教育文艺会演等 ! 使环保教
育变得生动有趣 ! 群众乐于接
受 ! 他们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 !

环保法律法规 % 环保知识不知不
觉进入脑海中&

浙江省开化县第二初级中学
叶金福来信说 ! 在浙江省开化县
村头镇 ! 为深化农村清洁工程 !

该镇将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确定
为 '清洁日(! 以增强农民群众的
环境卫生意识 & 他认为村村设立

'清洁日 (! 不仅能督促广大村民
自觉做到不乱扔乱丢垃圾 ! 不乱
抛死家禽 % 死老鼠等 ! 保证了农
村环境卫生整洁 ! 而且在无形中
帮助广大村民增强了保护环境卫
生的意识和习惯 ! 使环保意识逐
渐深入每一位村民的心中 ! 可谓
一举多得! 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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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级处理

'目前农村生活垃圾的主管部
门不明确! 县里的环卫% 环保% 卫
生等有关部门的监督没有延伸到农
村! 缺乏对农村生活垃圾的有效监
督管理&( 西峡县农办的郭其重来
信如实说&

他认为! 要解决这一问题! 首
先应建立严格的垃圾分类% 回收和
处理制度& 在政府网站% 广播电视
等媒体上公布详细的垃圾分类% 丢
弃方法和收集各种垃圾的时间表&

其次将这些资料发放到每户家中!

让群众将各类垃圾进行分类! 自觉
服从政府的垃圾回收管理&

另外 ! 要把农村生活垃圾处
理纳入城乡一体化社会事业的工
作总体中去 ! 建立适合当前农村
生活垃圾处理的长效机制 ! 使农
村生活垃圾处理工作步入规范化%

制度化轨道 & 加大对农村生活垃
圾处理的财政投入! 规范村% 镇%

县三级投入和补助标准 ! 增加对
垃圾处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

逐步形成村组负责修建垃圾池规
范群众倾倒垃圾 % 乡镇负责垃圾
打包并运输 % 县里负责垃圾处理
的三级处理体系 ! 确保农村生活
垃圾处理工作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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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变废为宝
'实行垃圾集中存放!易分解的

垃圾倒入沤肥池!进行沤肥!作为有
机肥施用于农田 ! 实现资源化利
用& (这是自话题发起后!读者朋友
来信来电说得最多的一个垃圾处理
方法&

垃圾可以无害化处理% 沤肥 *

听起来似乎离我们有点远! 那我市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项目哪*近日!记
者从市环保局自然生态科了解到!

从去年开始! 我市一直在推广一个
叫'环农工程(的项目) 去年

5

月份
以来!已经先后在淅川+西峡两县开
展了该工程的试点和推广工作!并
取得了显著成效&下一步!将在我市
更多地区推广使用&

农村垃圾其实比城市垃圾容易
解决!因为农村垃圾可以变废为宝!

循环利用& 农村既是垃圾的产生之
地!又是部分垃圾的利用之地!具备
垃圾循环利用的有利条件&

'环农工程( 是在消除农村生
活生产垃圾 % 畜禽粪便 % 化肥 %

农药污染方面 ! 以农村地区广泛
分布的大量粪源的畜禽养殖场为
中心 ! 配合周围区域的秸秆和垃
圾变成垃圾粪便污泥处置中心 !

把农村垃圾 % 粪便 % 污泥 % 秸秆
和菌棒等利用环农制剂进行高温
发酵处理 ! 除臭 % 解毒 ! 最后制
成高效活性有机肥和生物植保剂!

替代农民使用的化肥和农药 & 这
样! 不仅可以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同时农民还可以利用有机肥料生
产出市场上价格昂贵的有机蔬菜%

食品! 使农民增产增收&

与此同时!农民拿垃圾%粪便到
制肥厂直接换肥或换钱! 从而实现
垃圾%粪便商品化!也使环境的商品
属性和价值通过有形市场得到体
现& 这一工程的要点是治污%提质%

增收并重!农民%市场%政府共同起
主导作用! 成为农村垃圾污染治理
的永久动力&

围绕"垃圾围村$话题%读者朋

友可继续参与讨论&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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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养沼%沼肥育果%沼渣栽菌& 西峡'((

!三沼"综合利用
年效益超亿元

本报讯 ,记者王笑 特约记者
封德 通讯员刘剑飞 -

6

月
5

日 !

西峡县五里桥镇黄狮村猕猴桃园
里!

00/

个沼肥调配池格外引人注
目& 该县

)

万户农户综合利用 '三
沼( ,沼气% 沼渣和沼液-! 发展
有机猕猴桃

:

万亩 % 蔬菜
%*0

万
亩% 粮食

%&

多万亩! 以及其他种
植 % 养殖项目 ! 年综合效益超亿
元! 跑在了全国前列&

'三沼( 综合利用的 '西峡模
式 (

4

主要内容是 '三转 (% '三
化(& '三转( 即由重建设向建管
用并重转变! 由分户建设向适度联
户转变! 由开发能源向综合利用转
变& '三化( 即建设一体化! 把沼
气建设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相结
合

;

服务社会化 ! 使沼气后期服务
实现专业化% 市场化

;

利用循环化!

大力发展 '牧沼果% 牧沼菜% 秸沼
果% 秸沼菌( 等循环经济模式&

西峡县丁河镇木寨村 ! 一座
池容

%&&&

立方米% 年产沼气
%)*1

万立方米% 年供
/&&

户的秸秆沼气
大型集中供气工程赫然在目&

'工程主要原理是以秸养沼 !

年加工农作物秸秆
)&

万公斤&( 西
峡县能源办主任赵庆阳介绍" '我
们对用气户采用

<=

卡管理! 农户
只需预存一定的金额! 就可享受刷
卡消费&(

目前 ! 该工程已发展成集种
果 % 栽菌多种经营于一体的 '三
沼( 综合利用实验示范基地! 利用
沼渣% 沼液栽培食用菌

%&

万公斤!

种植无土草莓
)

万多株! 生产有机
肥

%&&

吨!年综合产值达
/&&

万元&

西峡县还在丁河镇简村建成
一座沼肥加工厂! 收集户用沼气产
生的沼渣%沼液!通过固液分离!加
工成有机肥!使'三沼(利用成为产
业&该厂年处理沼渣%沼液

)&&&

吨!

年产沼渣有机肥
0&&&

吨!沼液水肥
)&&&

吨!水肥一体化沼液灌溉辐射
猕猴桃果园

)&&

亩&

目前!该县已建成户用沼气池
)*)

万座%大中小型沼气工程
)0

处!

年利用沼渣% 沼液
0&

万立方米&利
用沼渣成功试种平菇% 蘑菇% 金针
菇%灵芝等食用菌!规划建设沼渣栽
培食用菌示范基地

%(

个&

全国领跑的 '三沼 ( 综合利
用模式! 也吸引了农业部农村 '再
生能源重点实验室( 落户西峡& 据
了解! 这是豫西南地区首个国家级
农村重点实验室&

西峡县探索出的 '三沼 ( 综
合利用新模式! 减少了农村面源污
染! 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环境! 节
省了农民生产成本! 增加了农民收
入! 实现了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
生态效益的持续协调发展&

从国有企业
组建蔬菜自供基地说起

"

王国勇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出于

对食品安全现状的忧虑! 部分省级

机关单位% 大型国企% 民营企业%

上市公司% 金融机构在城郊租上一

块大小不等的土地! 自供或特供食

品 " 看了这篇消息 ! 敝人思如潮

涌! 很想发表一点看法&

蔬菜! 是一日三餐不可缺少的

必需品' 三日无肉! 可以( 一日无

菜! 是绝对不行的) 大家都很清楚!

现在市场上出售的蔬菜! 很多都受

到了污染"

一是农药污染! 农民防治病虫

害心急 ! 直接把农药喷打在蔬菜

上( 二是肥料污染! 不分种类! 不

分时期 ! 过量施用 ! 赞成严重污

染( 三是重金属污染! 含重金属较

多的农家肥或地下水! 施 *浇+ 于

菜田后被蔬菜直接吸收而污染)

想买到, 吃到真正的无污染的

蔬菜!唯一的好办法!那就是像#第

一财经日报$报道的!机关%国企或

个人!自己组建蔬菜自供基地!这样

不能说完全没有污染! 最起码可以

避免绝大部分的污染来源) 有些像

土壤%地下水等污染!虽然不能够完

全避免! 但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减轻

污染)这样的话!吃到放心的蔬菜!

应该说是不成问题的)

组建蔬菜自供基地! 是新时期

农业集约化经营的创举) 现在! 不

少地方提出了实行农业集约化经营

的理念! 这里面有两个概念! 那就

是 -集. 和 -经营. 两层意思)

-集 .! 是一个简单的行为 !

一纸文件! 一道会议! 就可以解决

问题( -经营.! 不是简单的一句

话能解决的问题! 经营什么! 怎么

经营 ! 以及经营效益 ! 决定着

-集. 的效果( -经营. 好了! 效

果显著了! -集. 才能继续维系下

去) 政府, 机关, 企业及个人! 探

索出的这种组建基地的形式! 正是

解决 -集约化. 经营的有益尝试)

同时! 还解决了 -卖难. 的问

题) 今年内蒙古自治区的马铃薯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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