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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草是什么？
简单地说，这是一种可用作食用菌、药

用菌栽培的高大草本植物。
走进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

镇园艺村的设施温棚，翠绿的巨型菌草长得
笔直，3 米多高的植株仿佛要触到温棚顶。
菌草密密匝匝，行走其间，仿佛进入原始
森林。

“叶子像玉米，形状像高粱，但一年能产
两季，用来做牛羊饲料，可比玉米、高粱产
量大。”园艺村村民袁俊成说。

和电视剧 《山海情》 里的剧情一样，
1997年，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
学家、“菌草之父”林占熺带领团队来到宁夏
扶贫。他们带来的 6 箱菌草，被当地人称为

“生态草”“致富草”“幸福草”。2010年，林
占熺再次来到闽宁镇时，当地菌草的鲜草亩
产量已经达到20吨。

如今，菌草又漂洋过海，在亚非拉的许
多国家和地区落地生根。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等国家，菌草也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中
国草”。菌草如何落户宁夏，又在如今发挥着
什么样的作用？让我们一起走到黄河畔，走
进大山里，看菌草如何“点绿成金”。

变害为利的“生态草”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平峰镇高
赵村的一片旱田里，村民们正猫着腰种菌草。

“这草好得很，好得很！菌草既能当饲
料，又能防风固沙……”高赵村村民樊建智
承包了30亩地，一边感叹着今年的草种品质
好，一边用手机拍下视频，转发到各个村民
小组群里。在樊建智的带动下，乡亲们陆续
开垦土地，种下了140亩菌草。

作为生态治理的先锋植物，菌草不仅能
作为牛羊的饲料使用，还能成为保持水土、
防风固沙的利器。

菌草用于生态治理的故事，还得从多年
前说起。

1993年，林占熺在福建长汀、连城两县
的严重水土流失地种植菌草，取得了很好的
蓄水保土效果。1994年，林占熺在山东路过
黄河边，看到河床裸露、黄河断流，老乡赶
着马车从被泥沙堆高的河床上走过，林占熺
下定决心，要把菌草带到黄河流域去。后
来，林占熺和团队驻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
盟乌兰布和沙漠，种下的菌草多次“死而复
生”后，终于让流沙得到治理。如今，菌草
已在黄河沿岸9省区种植。

“菌草根系发达、光合效率高、适应性
广，耐旱、耐盐碱、抗逆性强，可在坡地、
沙地、盐碱地快速生长，能有效改良盐碱
地。”曾任驻宁菌草技术扶贫工作队队长的黄
国勇说，“宁夏养殖业发展需要消耗大量玉
米，巨菌草的粗蛋白含量高于玉米，而且，
巨菌草在宁夏的鲜草产量是青贮玉米的 3 倍
左右。种2万亩菌草，至少是6万亩青贮玉米

的产量，相当于节省了4万亩耕地。”
虽然叫菌草，但它如今的应用范围已远

远超过“用于栽培食药用菌的草本植物”的
最初定义，成为集保护生态、带动增收和促
进可持续发展于一身的“神草”。“我一直期
待有一天，菌草能在生态治理上发挥更大作
用，为筑牢地球生态屏障贡献一份力量，更
多地造福子孙后代。”林占熺说。

拓宽产业的“致富草”

不仅是“生态草”，如今，菌草还被赋予
了更多的使命。经过多年选育、创新，其功
能从最初的“以草代木”种菇，拓展到菌草

饲料、菌物肥料等领域。
“我们村目前还存在土地沙化问题，灌溉

用水比较紧缺，而巨菌草的特点是抗旱性比
较强，产量也比较高，是非常优质的饲料，
种植巨菌草再合适不过了。”在宁夏回族自治
区灵武市郝家桥镇团结村，宁夏幸福草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孔德硕在“闽宁草”育
苗大棚里介绍。

巨菌草具有适应性广、抗逆性强等特
点，可用于饲喂牛、羊、鸡等畜禽，帮助团
结村里的养殖户解决饲料成本高的难题，还
可以栽培香菇、灵芝等食用菌、药用菌，为
村里产业化发展奠定基础。

在银川市科技局的资金注入及林占熺的
技术指导下，团结村成为灵武市第一个试验
种植巨菌草的村子。团结村驻村第一书记王
治武掰着指头算账说：“自从村里引进菌草，
饲料再也不缺了，养牛利润空间大了，明年
这牛圈还能再大一圈！”

在位于宁夏引黄灌区末端的石嘴山市，
有大片盐碱地，土地含盐量高、通透性差，
不少作物难以成活。其中，“寸草不生”的重
度盐碱地面积超过 11.7万亩，占全市耕地面
积的5%。菌草落户这里，不仅使生态环境变
好了，也让当地的绿色经济有了模样。

2021 年 4 月，在林占熺的推动下，首个
菌草科技创新产业园落户石嘴山。两年多的
时间里，这里已建成科研楼、1.2万平方米智
能化养菌车间、菌草粉草车间等，眼下正朝
着搭建菌草全产业链条而努力。“菌草种植节
水节肥，不用打农药，亩均节本增效 200 元
以上，每亩直接效益 4000 元，经过动物养
殖、菌菇栽培、肥料利用还田，每亩效益可
增值到万元以上。”黄国勇说。

如今，菌草在黄土地上扎根生长，不断
书写着“点绿成金”的奇迹。

“菌草技术因扶贫而诞生和发展。现在，
菌草产业已从‘以草代木’生产菌菇拓展到

‘以草代煤’发电、‘以草代粮’发展畜牧业
等6个领域12个产业。”林占熺说，尽管菌草

技术是中国特有的技术，他希望未来这项技
术能够进一步造福全世界。这些年，在林占
熺和他的团队不懈努力下，菌草技术已推广
至全球 106 个国家和地区，帮助不少贫困地
区人民增收。

脱贫路上的“幸福草”

“这些菌草已经生长两个多月，处于拔节
期。在哥伦比亚，如果水肥条件跟得上，这

个时期的菌草每天可以长 6到 8厘米。”今年
5 月，永宁县闽宁镇大棚菌草育苗基地里，
翠绿的菌草已长到一人多高，林占熺站在菌
草旁，正为一群前来参观的外国友人讲解菌
草种植技术。

1986 年 10 月，菌草技术成功面世。“以
草代木”生产菌菇，解决了菌业生产中林木
资源被大量消耗的“菌林矛盾”。如今，这项
技术在国内外被广泛应用，来闽宁镇参观学
习的人越来越多。可少有人知道，这一切，
来自于 1997年林占熺带来宁夏扶贫的那 6箱
菌草。

彼时，闽宁镇尚被称为闽宁村，1998
年，闽宁村有了菌草技术扶贫示范基地，林
占熺开设培训班，教村民如何种蘑菇。到
2020 年，仅闽宁镇每天出售的蘑菇便达 60
吨 ， 一 大 批 贫 困 户 通 过 菌 草 技 术 告 别 了
贫困。

“当时去宁夏，我是抱着第二次长征的想
法去的。”林占熺说。那时候，村民们都是刚
刚从宁夏南部山区搬迁而来的贫困村民，为
了帮助他们尽快脱贫，林占熺手把手教授村
民如何种植菌草、如何用菌草制作菌棒生产
菌菇。

当时，许多村民喜欢围在林占熺身边问
问题。“高温环境下，怎么管理田间地头？”

“您说菌草里糖分很高，这些和种蘑菇有什么
关系？”

这是移民接触到的第一个产业，刚从山
大沟深的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村民们，既没
见过菌草，也没见过双孢菇，顾虑重重。经
过林占熺手把手指导，率先种植的农户尝到
了发展新产业的甜头。村民们见到了实惠，
也纷纷建棚种菇。经过20多年的发展，助力
村民脱贫的双孢菇，已经从小作坊搬到了智
能化厂房。在宁闽合发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的低温生产车间里，一朵朵白色双孢
菇煞是喜人。

“我快 80 岁了，只要宁夏乡亲们需要，
只要我还能跑得动，我 90 岁还会去协助他
们。”林占熺说。如今，林占熺的团队带来的
菌草技术在宁夏西海固地区被大面积推广，
团队正在把这株闽宁协作的“幸福草”继续
推广到黄河两岸、大山深处。

题图：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郝家桥镇
团结村的巨菌草收割现场。

新华社记者 杨植森摄
上图：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

闽宁镇，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熺 （右二）
与农户交流菌草种植技术。

新华社记者 王 鹏摄
左图：参加第十八届国际菌草产业发展

研讨会的代表们在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参观考察。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黄河畔 大山里

菌草“点绿成金”
本报记者 秦瑞杰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这座掩映在绿
叶碧波之中的村庄，就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贵
港市龙凤村，它不是一座普通的山村，而是
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漫步在清风送爽的荷田之中，荷花争奇
斗艳，抬头只见绿水青山和蓝天白云，无不
撩拨着人的心弦。

前来赏荷的人，哪个不是怡然自得？卖
莲子的人，是村里的大嫂，丰收的喜悦写在
她们的脸上。看，一列小火车在荷田中奔
驰，游客们坐在车上笑得多么自在，美好的
风景不就是在这路上？

荷田边有小河，弯弯的小河从远山那边
流淌过来，不知道流淌着多少故事。我想起
父辈们，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挥洒汗水，追逐
梦想，也奉献了青春年华。

河边的垂柳在微风中轻轻摆动着，是和
我打招呼吗？小河上的水车吱吱呀呀地响
着，让我想起了童年的歌谣，由此也想起了
小时候家里煲的骨头莲藕汤，还有母亲做的
各种莲藕菜式，那清香而不腻口的味道一直
留在我记忆的深处。

村里发展得越来越好，特别要说一说最
近这十年的变化。

为打造“荷美覃塘”核心景区，村里决
定扩大种植莲藕的规模，通过“党支部+合
作社”的模式发展莲藕产业，连片种植的荷

花观赏区达到 3000 多亩，引入荷花品种 300
多个。村里还推出了莲子、藕粉、荷叶茶、
莲藕糖等不同产品，延长了莲藕产业链，做
大做强了特色产业，推动“农文旅经济”的
发展，实现了农业增效。

村民姜越文近两年承包了 100 多亩水
田，发展藕虾综合种养，他高兴地说：“我种
的莲藕亩产量达4000多斤，批发价每斤一般
2.5 元左右。现在无论是夏季藕，还是冬季
藕，都很畅销。另外，在水中养的小龙虾收
入也不错。”

据龙凤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覃
富利介绍，“荷美覃塘”景区年接待游客100
多万人次。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村民的钱袋
子也越来越鼓。

在莲藕产业示范区的辐射带动下，村里
的毛尖茶叶产业也不断发展壮大，种植茶树
7000 亩，其中“花山茶海”景区种植茶树
2000 多亩，为近 200 位农户提供了就业岗

位，每年人均增收1万多元。“我家已把大部
分田地流转给景区，我在景区家门口务工，
既能方便照顾家里，每个月还有2000元左右
的收入。”村民周玉凤高兴地说。

产业兴旺带动了乡村振兴，如今的龙凤
村，村里道路干净整洁，一幢幢房屋错落有
致。人在村里走，犹如画中行。

在景区开观光车的小陈说，现在村里的
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完善，我们住在这里，
幸福感是满满的。

老家在河南省洛阳市的小伙子李晓明，
研究生毕业之后应聘到贵港市一家企业工
作，他来龙凤村里旅游时说：“龙凤村真是一
个如诗如画的特色村寨，朵朵荷花绽放的是
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蓬勃生机。”

“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早晨或傍
晚时分，泡一杯清茶，望着“四面垂杨十里
荷”，静听鸟语，呼吸着荷花的芬芳，多么惬
意啊。即使到了深秋，荷叶逐渐枯萎，那也
是残荷如画，挖藕人脸上的笑容也是那么灿
烂。在南方，春来得早，没多久又是小荷露
出尖尖角。

在外漂泊打拼的时候，多少次梦里，我
回到龙凤村，回到荷田里，回到茶海中，听
到一声声呼唤，我知道，那呼唤来自荷田的
碧波，来自茶海的诗行，是那么令人眷恋。

左图：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龙凤村，
荷田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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