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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范丽萍 文/图

1月20日上午，在郏县安良镇狮东
村南一处大棚内，51岁郝建彬正在和种
植户郝英豪一起采摘双孢菇。一朵朵
戴着“帽子”的小白菇从菌床上悄悄地
探出头，轻轻一扭便摘了下来。“这一茬
菇的产量怎样？愁不愁卖？”郝建彬是
狮东村的党支部书记，也是村里的产业
指导员，他细心地查看双孢菇生长情

况，与郝英豪探讨今年的市场行情以及
种植管护情况。

种植成功农户增收

今年57岁的郝英豪是村里最先承
包双孢菇大棚的村民之一，他说：“像我
这个年纪，到外面打工没人要，体力活
也做不了，只能在种植、养殖方面找些
门路。”2019年，郝建彬和驻村第一书记
韩进峰带领村民搞双孢菇种植，并建起

7座大棚。当时他还比较犹豫，“虽然
建棚子咱不用出钱，但是算上租金、用
工、洒水等费用也不少，况且第一次种
没有什么经验，很怕赔。”

郝建彬鼓励他说：“双孢菇市场消
费潜力大，种植投资相对较少、见效较
快，所需的原材料也都是常见的秸秆、
牛粪等。”对于缺乏种植技术和经验的
问题，村里还专门聘请了专业技术人
员，遇到不懂的地方和突发状况可以随
时处理。

“种菇的第一年，我就遇上黑点、霉
变情况。”郝英豪记得很清楚，2019年11
月，正是二茬出菇的时候，棚内高温、高
湿，导致双孢菇出现黑点病症，他一时
慌乱无措，赶紧联系郝建彬。郝建彬第
一时间联系技术人员到场查看、指导通
风，很快治住了病害。当年，两座大棚
的双孢菇大丰收，总产量达到9000公
斤，收入五六万元。“2020年9月到今年
1月又出了三茬菇，总产量较2019年有
所下降，但今年市场行情好，收入也有
几万元，我心里很满足。”

坚定信心扩大发展

双孢菇种植获得初步成功，更坚定
了狮东村人发展双孢菇产业的信心。
2020年，村里利用20万元专项扶贫资
金又建起了3座大棚。

“现在，双孢菇种植已经成为我们
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产业支柱，通过‘集
体+农户’有偿租赁大棚经营的形式，不

仅合理配置了农村劳动力，解决村民冬
闲就业增收问题，又实现了村级集体经
济快速发展的目标。”郝建彬坦言，从考
察、选种到建棚、种植、销售等各个环
节，这中间凝聚了太多的心血和努力。
起初村民有担忧都不愿干，他就动员村
干部领着干；后来遇到技术问题，一方
面是请技术人员解决，另一方面则通过
与省、市科技特派员等专业人员对接，
加大对农户技术培训的指导力度。

为了让农户方便交流信息，及时共
享种植技术，郝建彬还组建了一个名为

“种菇人”的微信群。“以前，我们都是拿
着双孢菇到超市、农贸市场、收购点去
推销。现在，坐在家里通过微信就能卖
出去。”郝英豪说，村里还设有固定的收
购点，除了供应本地市场外，还有很多
都卖到了外地。1月20日，正是李自强
家第一茬双孢菇收割的时间，雪白的双
孢菇长势喜人，李自强一家忙着采摘、
分拣，想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

“去年没经验，备料有些晚，导致出
菇时间也晚了一个多月。”李自强承包
了3座大棚，他坦言自己从最初的一窍
不通，到现在掌握了备料、供暖、洒水等
种植技术，郝建彬没少关心和指导，现
在菇种成了，他也想让郝建彬看看。郝
建彬看过之后表示：“品质不错，完全是
科学种植加精心管护的结果。”

接下来，他还会与驻村第一书记以
及驻村工作队人员一起充分利用周边
资源，将双孢菇产业做大、做强。

郝建彬：双孢菇种植让农户“腰包”鼓起来

□本报记者 吕占伟 文/图

1 月 14日下午，天气温煦，宝丰县
张八桥镇姚店铺村西段的香菇种植园
内，工人紧张有序地劳作，几名外乡的
客户与大棚负责人洽谈着营销合作事
宜。

“这个种植园占地 150亩，都是俺
村的地，平时由一家农业合作社负责组
织种植和经营。村集体用这些土地入
股，种植园每年会给村里分红，还能解
决村里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促进村民
增收。最多的时候，在这里务工的村民
达到60名。”27岁的姚店铺村第一副书
记、宝丰团县委派驻该村的第一团支书
陈光宗介绍道。

陈光宗长着一张娃娃脸，笑容腼
腆，有亲和力，他回乡还不足两年，便已
经工作得“有声有色”，颇受村民好评。

香菇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姚店铺村的香菇种植园内，大棚林
立，上面均标识有编号、技术员和负责
人的姓名和电话等信息。陈光宗正在
一座大棚内查看菌棒的质量，两名农妇
戴着手套采摘香菇，面前均放着一个盛
放香菇的小塑料桶。

该村60多岁的村民孙玉莲一边摘
香菇一边说：“吃罢晌午饭俺就过来了，
已经摘了两三桶了，一天能挣50块钱，
中午还不耽误回家做饭，冬天在大棚里
干活也暖和。”孙玉莲透露，她的丈夫也
在种植园里干活，是开农机的。

“园里的香菇已经种了两年了，种
植季一过，大棚就空了，村里正计划用
空棚来种木耳。香菇和木耳错峰种植，
增加大棚的利用率。”陈光宗说。

在返回村党群服务中心的路上，陈
光宗指着道路另一侧的一大片空地说：

“这片地正在规划建设‘共享菜园’，我
的想法是发展农旅产业，搞采摘经济，
提高土地利用率。下一步，我还打算在
园区建自助食堂，开发研学基地。”

“我想更好地发展村里的产业，把
村里在外打拼的年轻人都引回来。”陈
光宗说，他最近还投资流转了村里的一
片土地，建了两座大棚用来种植羊肚
菌。“作为第一副书记，我不能光说不
练，必须得‘下水’，这样才有说服力。”

线上线下齐发力 为家乡产品带货

2019年中旬，陈光宗辞去郑州一家
高新企业工程师的工作，回到家乡姚店
铺村当起了第一副书记和宝丰团县委
派驻该村的第一团支书。

该村党支部书记徐桂玲说，“光宗
爱动脑筋、思维活跃，他外找渠道、内找
方法，为香菇产业园引进新品种，优化
产业结构；自主设计包装，为乡村特产
商标化、品牌化发展和上市出谋划策。”

徐桂玲说，陈光宗还联合张八桥镇
的其他驻村团支书共同打造“青年创业
馆”，将各村特色产品集中展销，抱团发
展；同时还利用直播引导村里的年轻人
学习直播带货，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

徐桂玲所说的“青年创业馆”位置

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附近，是该村两委
会通过新屋置换的方式在村民的旧居
基础上改建而成的，面积约 300 平方
米，上个月刚刚竣工。该馆分为产品展
示室和网络直播间，产品展示室内物品
琳琅满目，不仅有香菇、米醋、辣椒酱、
花椒、食用油、蜂蜜等农副产品，还有汝
瓷、虎头鞋等非遗文化产品。

基层工作可谓是“上面千条线，下

面一根针”，这跟陈光宗以前薪水不菲、
性质单一的工作迥然不同，但他并不后
悔。在他看来，能在家乡开辟出施展身
手的一片天地，才是最重要的。

“下一步我会继续利用互联网积极
打通营销渠道，将村里的闲散劳动力组
织起来，培育一部分网红，为家乡的产
品带货，推动村集体经济更好地发展！”
陈光宗说。

陈光宗：90后青年能量大 多举措助力村民增收

郝建彬（右）正在与种植户郝英豪查看双孢菇品质

陈光宗在示范网络直播带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