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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毛木耳种植的高峰期，鱼台县王庙镇
昌建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菌包车间一派繁忙景
象，工人们正加紧生产，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记者走进鱼台县王庙镇昌建食用菌种植专业合
作社，菌包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工人们在各自生产
线上有序地进行套袋、整理菌包、运输等工作。合作
社新引进的食用菌绑袋机，有力促进了产业转型升
级和质量效益的提升。据了解，菌包生产从去年11
月份开始，1月底前结束，两个月的时间订单生产菌
包2200万袋。

“现在我们合作社有5个现代化车间，过去70
个人生产5万袋，现在18个人就能生产7.5万袋。
设备改造后，大大提高了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鱼台
昌建木耳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马汉友介绍。

鱼台昌建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创建于2014
年，运用“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初期建设
320个木耳大棚，免费租给木耳种植户，为种植户减
轻了经济负担。合作社提供菌包、免费管理技术和
销售渠道，形成了集约化生产模式，走出了一条“育、
产、销”的发展路子，提高了木耳产量，带动群众增收
致富。

“我们种的大棚是合作社免费提供的，不用自己
再投资了。我种了7个棚，能装25万袋，一年能收入
20万元左右，不用出去打工了。”村民奚志辉说。

合作社不仅为种植户解决了后顾之忧，还为周
边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木
耳种植、采摘、菌包生产等工作，每天可以为1200人
提供家门口的就业机会。据估算，仅提供就业方面，
合作社每年可为村民增收1000余万元。“我主要是
干套袋的活，一天套一万两千多袋，挣200多块钱。
在家干活很方便，还能照顾孩子。”村民武红丽说。

“经过十年发展，我们合作社目前的经营状况非
常好，现有社员102户，种植规模已达到2200万袋，
产值达到5000万元，全年利润达到2200万元。”马
汉友满脸笑容地说。

2月12日，在鱼台县滨湖街道微湖村的直播
间里，第一书记杨晋豫正和村民一起站在镜头
前，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当地的农
特产品。

微湖村盛产菱角、咸鸭蛋、大米等特色农产
品。如何让特色优势变成产业优势，让土特产“飞
出”乡村，发展成为特色富民产业？山东省海事局
派驻鱼台县滨湖街道微湖村驻村第一书记杨晋豫
心中自有一番见解。

“我们微湖村坐拥4000多亩湖地，菱米、芡
实、白莲子等农产丰富，但从产业发展来看，一直
没能形成规模，集体经济这块短板明显。”杨晋豫
说。2024年1月，杨晋豫被派驻到微湖村担任第
一书记，经过调研，他决定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
平台，擦亮特色产业品牌，让土特产飞出乡村，真
正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香饽饽”。

想法虽好，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产品的包
装设计、采购加工等环节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
关键时刻，杨晋豫发挥带头作用，带领合作社成功
筹集资金10万元，顺利启动微湖村特色品牌产业
项目。“湖丰锦盛”牌土特产应运而生，不起眼的农
产品摇身一变成为了备受瞩目的商品，正式开启
了销售之旅。

好产品获得市场认可并非一蹴而就。起初，
销售情况并不理想。为了打开产品销路，杨晋豫
多次往返于鱼台与青岛等地，积极邀请多家企业
到村里考察洽谈。同时，他还带领村民前往青岛
参加产品展销活动，努力提升微湖村农产品的知
名度。

杨晋豫还紧跟时代潮流，将目光投向了线上
销售。他带领村民学习直播带货技巧，通过“短视
频+直播”的方式，打通了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我
们学会了用‘快团团’进行线上销售，有一天订单
量一下子达到了150多单，营业额将近2万元！”
杨晋豫兴奋地分享道。

“目前，我们直播间里的农副产品达到了30
多种。利用‘短视频+直播带货’的方式，把线上、
线下销售渠道打通，让农产品真正‘走出去’，进而
带动村民致富，壮大村集体经济。”杨晋豫介绍。

如今，在杨晋豫和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微
湖村的农产品成功打开了销路，产品畅销青岛、日
照、威海、烟台等地。去年，合作社销售额达到30
多万元，村集体增收近7万元。曾经藏在“深闺”
无人识的土特产，如今已成为带动村民致富、壮大
村集体经济的有力引擎，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绽
放出耀眼光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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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台木耳种植奏响产业“增收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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