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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商州区杨斜镇林华村花草茂盛，绿树成荫。在
蓝天、白云与青山、绿水交相辉映下，商洛盛泽农林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食用菌种植基地内，一个个整齐摆放的“植树
袋”格外引人注目，袋内一棵棵果树长势喜人，新鲜的嫩芽
在阳光照耀下青翠欲滴。

基地里，几名工人忙着为袋中插入滴灌喷头。“前两天
刚铺设好滴灌管路，现在气温越来越高，浇水施肥是果树
生长最重要的环节，早一天实现自动化灌溉，果树就多一
分保障，‘移动果园’就会早日开花结果。”贾小卫一边说，
一边给工人示范。

从现代化农业园负责人到“商洛蓝”商标注册人，再到
“移动果园”示范带头人，今年 51 岁的贾小卫不断用新理
念、新技术助力现代农业跑出“加速度”。

转行 再启程

初见贾小卫时，他头戴草帽，脚穿胶鞋，身形消瘦却十
分有精神，说话时语速飞快，话语中透露着坚决果断的意
志。这与他较为丰富的阅历有关。

1986 年，初中刚毕业的贾小卫进入社会闯荡。他一
开始在工地做小工，边干边学，一步一个脚印，通过学技
术、学管理、学施工、学预算，经过 10 多年的努力，终于从
一个打工仔变成了一个懂工程、知账务的专业建筑工程领
域的能人。从事工程建筑 20 多年来，他带动了家乡一大
批群众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

但是，每当走在家乡的蓝天白云下，他总感觉缺少点
什么。2012 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爱看新闻的他注意到
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三农”工作，一个回乡创业的念头慢慢
在心中萌发。

“一个人的一生总要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这样才能体
现自己的价值。”回忆起跨界创业时的心路历程，贾小卫记
忆犹新。

2015 年 9 月，贾小卫毅然放弃从事多年的建筑行业，
在周围人惊讶的目光中，他带着多年的积蓄转身投入农
业。虽然前路未卜，但贾小卫依然笃定二次创业。

选址 建基地

商洛地处秦岭腹地，林木资源和野生食用菌种资源
丰富，食用菌生产历史悠久，被认定为全国食用菌七大
优生区之一。商洛农村广袤的土地上，一直流传着这样
一句话：“一年种菇脱贫忙，两年种菇存银行，三年种菇
盖新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商洛的真实写照。商洛
的菌类品质好、味道美，这也是贾小卫坚信企业能够持久
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

“食用菌种植是一项周期短、见效快的特色产业，尤其
在秦岭地区，食用菌种植更具环境优势，有品质、有品牌，
前景看好。”贾小卫说。

企业成立之初，贾小卫就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首
先面临的就是选址，商洛山大沟深，坡陡弯急，如何寻找一
处既交通便利又适合大规模发展食用菌的场地，是摆在贾
小卫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商洛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平坦的川道地区很
少，如何选一个最佳地理位置，这让贾小卫每天晚上辗转
反侧，不能入眠。那段时间，他的身影遍布商洛的各个川
道，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都在走访考察的路上。

经过几个月考察，最终，贾小卫将公司地址定在距市
区 50 公里的杨斜镇林华村。2015 年 10 月，他快马加鞭，

迅速注册成立商洛盛泽农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杨斜的地理位置优越，307 省道和福银高速穿境而

过，交通十分便利。更重要的是，附近没有工矿企业，自然
环境相当好。”贾小卫说。

2017 年 10 月，占地面积 120 亩的食用菌种植基地在
杨斜镇拔地而起。看着基地如期建成，贾小卫感到离心
中的田园梦又近了一步。基地建好了，怎样让自己的食
用菌在发展中赢得先机？贾小卫当时就意识到，传统农
业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必须要依靠科技支撑才能做
好绿色产业。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创建“商洛蓝”的种子
在心中萌发了。

注册 “商洛蓝”

秦岭最美是商洛，商洛美在“商洛蓝”。加大品牌建设
力度，让更多人知道“商洛蓝”、了解“商洛蓝”，是贾小卫的

经营之道。
如今提及“商洛蓝”品牌，贾小卫的骄傲之情溢于言

表。公司建立初期，当他决定将“商洛蓝”注册成商标时，
却遭到了亲友和家人的一致反对。有些人甚至奚落他：

“就你能，你以为别人没想过吗？肯定行不通！”
尽管朋友不支持、不理解，可贾小卫却在心里暗暗鼓

励自己：“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经过深思熟虑，2016 年初，贾小卫着手申请“商洛蓝”

商标。2017年 5月，商标公司来电话通知说“商洛蓝”商标
进入公示环节。结果，第三天后便有广东一家公司打来电
话，要以 50 万元购买“商洛蓝”商标，贾小卫当即拒绝。对
方不死心，又接二连三打来电话。在这之后，又有一家公
司也从网上看到“商洛蓝”商标，也意欲高价购买，价钱一
度提高到 100 万元。可无论对方怎么死缠烂打，贾小卫都
婉言拒绝。

经过“争买风波”后，贾小卫立即对“商洛蓝”商标进行

了知识产权保护，他始终
认为，“商洛蓝”代表的是
整个商洛的形象，只有留
在商洛，那才是真正的“商
洛蓝”。

发展 重科研

在商洛，做食用菌的
企业数不胜数，大家的发
展思路和销售渠道大同小
异，如何让自己的产品在
众多企业中脱颖而出，贾
小卫从一开始就在发展上

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创新之路。
贾小卫十分注重产品质量，在投产之初，他就办理了

生产许可证和绿色有机质量体系认证。为了保证消费者
吃得安心，贾小卫在城区开了一家门店，在店里的展台上
不仅有食用菌生产全流程的视频展示，而且还有产品溯源
系统，能够直接跟踪食用菌生产全过程。

贾小卫通过“公司+基地+农户+互联网”的模式，将菌
种销售给种植基地或者农户，免费提供技术服务，及时回
收产品，让更多农户加入种植食用菌行业中，带动更多群
众稳定增收致富。

面对食用菌菌种只能依赖从外省购买的尴尬局面，
贾小卫下决心从菌种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等全
链条进行优化。为此，在公司成立之初，他就陆续创建
科研平台，建立食用菌研发博士工作站，成立商洛市食
用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陕西秦岭特色产业资源技术研
究院，并整合专家团队开展“食用菌优良品种选育”“废
料生产有机肥技术研发”等重大项目的研发，以科技创
新激活产业发展的源头活水，加快了农业经济与生态经
济的动能转换。

如今，贾小卫的公司培育和研发的食用菌菌种涵盖了
香菇、木耳、灵芝、羊肚菌等 11类 30多个品种，其中采取生
物技术的育种方法培育香菇优良品种 5 个，大大提高了香
菇品质。经贾小卫基地销售的香菇、羊肚菌、核桃等各类
农产品，年销售额有了大幅度提高，带动周边四五十名村
民通过务工持续增收。

转型 建“移动果园”

多年来，贾小卫一直坚持普及、推广循环生产模式。
他的脑子里，装的都是如何发展农业、打造特色品牌的各
种点子。

今年，贾小卫一有空就外出考察、参加各类培训班。
一有走出去学习的机会，他就抓住机会面对面和专家讨
论。回来后，他便开始琢磨公司的发展方向，最后确定要
建设一个“移动果园”作为乡村振兴的示范产业。

当贾小卫有了想法后，便开始着手尝试。在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他结合自己所学，便开始
尝试建设“移动果园”。

什么是“移动果园”，顾名思义，就是把果树栽进容器，
实现可移动，方便运输、贩卖。

“有些农特产品是季节性的，比如樱桃，日常吃的樱桃
再好，都是只在夏季收获，而怎样让樱桃在其他季节里都
能结果，创造出效益，只能改变培育模式。”贾小卫说，“移
动果园”就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移动果园”最大的好处是，果树种在直径约 50 厘米
的无纺布袋中，可以随意搬运，不仅最大化地利用了土地，

并配合滴灌技术，在扩大产量的同时，还能够提升口感。
“以樱桃为例，秋季时我们把自然生长的樱桃树移入

冷库，通过改变温度、湿度、光照等，让其进入冬眠。经过
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将果树移入智能化大棚，通过模拟春
季大气环境，让其迅速复苏，自然发芽生长，这样在冬季也
可以结出可口的樱桃。”贾小卫有声有色地介绍着“移动果
园”，还时不时为记者科普一下农业知识。

如今，贾小卫的“移动果园”里有大樱桃、苹果、葡萄和
杏树总共 3.5 万株，都是他精挑细选的优良品种。“移动果
园”的无纺布袋一般可以连续使用 5 年左右，5 年后再修根
换袋。

“布袋里除了土壤外，还有木渣、肥料等，但一般都体
积大、重量大，往往需用叉车移动。现在我们用食用菌大
棚使用过的菌棒，待其粉碎后装入袋中，不仅能够减轻重
量，还能为果树提供充足的养分，改善土壤环境。”贾小卫
说，“这样做既节省了成本，又延伸了产业链。我们还致力
培育秦岭原生态农特产品，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推动
产业与生态环境深度融合。”

循环 菌菜轮作

最近几天，在贾小卫的食用菌种植基地，一株株有机
蔬菜茁壮生长，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看着枝头挂满绿油
油的黄瓜，贾小卫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今年 4 月，羊肚
菌采收后，5 月上旬，我们在大棚播种了黄瓜，目前长势非
常好，要不了几天，就可以采摘销售了。”

贾小卫在为科技赋能农业的同时，不断创新农业发展
模式，结合羊肚菌生长特性，在原种植羊肚菌的大棚内，全
部种上了蔬菜。

“菌菜轮作有很多好处。”贾小卫说，“菌菜轮作能
有 效 提 高 土 壤 有 机 质 含 量 和 酸 碱 度 ，减 轻 土 壤 酸 化 ，
实 现 土 壤 原 生 态 修 复 ，还 能 进 一 步 提 高 土 地 利 用 效
率 ，提 高 产 值 。 同 时 也 能 利 用 废 弃 菌 料 作 为 有 机 肥 ，
促进蔬菜生长。”

说到蔬菜种植，贾小卫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基地所
有的蔬菜都是自己育苗，用生产香菇、木耳的废弃菌料作
为肥料，不使用农药、化肥，让蔬菜品质得到保障。

“用种植食用菌的经验种植蔬菜，很得心应手。现在
来看，这季的蔬菜肯定会大丰收。”贾小卫高兴地算了一
笔账：“目前按照生长情况来看，预计黄瓜亩产 1.5 万斤，
按市场价估算，仅大棚轮作的 50 多亩黄瓜总产值将达
150 多万元。”

农业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如今，伴随着消费
升级、互联网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有不断推进科技赋能、
推动产业转型，才能带动农业实体实现正向发展，带动农
业走向更远的未来。

“眼下，智能化的大棚已经开始建设，预计月底就能投
入使用，届时会有更多优质菌类和蔬菜水果从我的基地走
出商洛，翻过秦岭，去往远处，让更多人知道商洛碧水蓝天
孕育的优质农产品。”贾小卫说。

贾 小 卫 的贾 小 卫 的““ 商 洛 蓝商 洛 蓝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江波王江波 谢谢 非非

本报讯 （通讯员 卢根良 杨会明）今年以来，洛南县
按照“抓组织建体系，抓制度建机制，抓巡林见实效”的思路，
全面推进林长制落地落实。

洛南县制定全面推行林长制工作方案，成立林长制工作
领导小组，明确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组建成立了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各镇办、国有林场也相应成立了林长制工作领
导小组和林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完善了林长制各
项配套制度，设立了县、镇、村林长，设计制作了县、镇、村林
长制公示牌、制度牌并全部上墙安装到位。

目前，全县各级林长巡林工作进入常态化。县上设计制

作了《县镇级林长巡林日志》，组建了林长制工作群，督促各县
级林长联络单位积极联系县级林长深入各责任区进行巡林。
巡林坚持问题导向，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交办，并坚持跟踪问
效。目前，21 个县级林长都完成了第一季度的巡林任务，各
镇办、林场、村级林长巡林工作按照巡林制度有序开展。

县林长办会同县防火办对各镇办、林场、村级林长制组织体
系建设、林长巡林情况以及森林防火工作进行了重点督查，以林
长制为统揽的各项林业重点工作有序推进。森林督查交办案件
全部查处到位，受到省、市表扬；森林防火、有害生物防治工作成
效显著，松材线虫病防治扎实有效，也受到省、市表扬。

洛 南 扎 实 有 序 推 进 林 长 制

贾小卫查看苹果树苗的长势贾小卫查看苹果树苗的长势

工人在铺设滴灌管道工人在铺设滴灌管道

在市区贾小卫的农产品店里在市区贾小卫的农产品店里，，摆满了各种商洛特产摆满了各种商洛特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