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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种好菇的人,都是能和菇对话的人。”春节刚过，“90后”姑娘周
晴晴从大棚里钻出来,和我们聊了起来,她对蘑菇有着特殊的感情,
2014年,她辞掉了北京的制片人工作,回到老家金乡县化雨镇吴海村
当起了“菌农”。

周晴晴的父亲周不修是当地出了名的“蘑菇大户”,他不光自己
富,还带动镇村及周边很多农户种植食用菌,一度让化雨镇成为全国
最大的黄色金针菇种植基地,附近的村民也过上了好日子。可自打周
晴晴回来后,家乡主要种植的黄色金针菇行情便一天不如一天。

眼看曾经的致富产业“日暮西山”,父亲的“蘑菇梦想”将要破灭。
2016年,周晴晴自费带领30多位食用菌种植户到湖北、云南、四川、福
建等地考察。她发现,在四川种植规模较大的羊肚菌特别适合拥有众
多设施大棚的北方来种。况且羊肚菌被称为“菌中之王”,营养价值
高,在市场上正处于上升阶段。

“樱桃好吃树难栽”。羊肚菌对光照、氧气、温湿度等微生态环境
要求非常高,特别是在极端天气时,管理上稍有不慎,就可能在半小时
内全部死亡。为了学习种植管理技术,周晴晴经历了很多次的失败。
在父亲的鼓励和启发下,她不断试验适宜羊肚菌的生长环境,结合菌
类的部分共同性,打破营养袋必须用麦粒做主原料的传统,将废弃菌
袋重复再利用,更新和细化羊肚菌种植技术体系。2016年,在周晴晴
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10余亩的羊肚菌试验取得成功,尤其是羊肚菌
与葡萄间作的种植模式实现高产。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拱棚大棚套小棚的羊肚菌试验栽培基
地,如果1平方米出15个，亩产可达250公斤，现在我们每公斤卖200

元,晒干的羊肚菌更是能卖到每公斤2000元,效益非常可观……”周晴
晴说,每年的10月底、11月初是种植羊肚菌的时节,今年他们计划将羊
肚菌种植规模扩大到2000亩。她还注册了“金羊肚”“鲁菌仙子”等品
牌,将金乡食用菌推向全国。

“一人富不叫富,大家富才算真正富。”周晴晴说,种植食用菌不能只
看到一家、一时,要往长远看,大伙都参与进来,规模上去了,生意才好
做。为了让乡亲们共同富裕起来,她制订了权责统一、分工明确、利益共
享的“3+3+3+1”的基地种植模式,即设立30%的资金股、30%的技术销
售股、30%的人力股和10%的技术人员个人股。对没有种植经验和销售
渠道,但有意愿种植羊肚菌的乡亲,每个种植户每亩地只需要投
资1000元,便可参与到羊肚菌种植管理,且可享受到
该管理部分30%的股份。公司负责种植设施、
设备、技术、销售等环节,形成“公司+基地+
培训+市场”的全产业链服务体系,让更多
人参与进来,形成系统化、标准化、统一
化、集中式的种植模式。“一个人至少
可以同时管理20亩羊肚菌,按150
公斤的亩产和每公斤100元的单价
算,除去成本,参与种植的老百姓一
个半月的时间就能有四五万元的收
入。掌握了羊肚菌种植技术乡村振
兴共同富裕就一定能实现。”周晴晴
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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