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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李潇 何昕）3 月
21 日，笔者来到商南县过风楼镇太平庄村
羊肚菌种植基地，只见一个个黑色的遮阳
网种植大棚格外引人注目。大棚里，一排
排长达数十米的菌床上，一朵朵羊肚菌破
土 而 出 ，乳 白 色 的 菇 腿 撑 起 蜂 窝 状 的 菇
头，丰盈饱满，甚是喜人。几十名工人穿
梭在大棚中，只见他们左手扶着羊肚菌，
右手拿着小刀轻轻割断菇腿，一颗新鲜羊
肚菌就这样被成功采下，现场一片繁忙的
丰收景象。

“采收羊肚菌主要根据 3 个方面，颜色
变黑，菇头纹理清晰，菇腿上下长得一样粗，
说明成熟了，可以收割。”羊肚菌大棚里，技
术员明丽介绍着。

羊肚菌具有生长周期短、经济效益好、
营养价值高等特性，每年 11 月是羊肚菌的
种植时节，次年 3 月开始采收，截至清明前
后全部采收结束。在羊肚菌采摘结束后，

土地会翻耕轮种，实现“一地多用”，带动周
边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就地务工等渠道稳
定增收。

“我从去年翻地、挖沟的时候，就在基地
务工，基本上天天都有很多工人干活，一天
70 块钱，我这几个月下来，能挣个 7000 多，
离家也近，还是挺不错的。”今年 51 岁的刘
周梅一边采摘羊肚菌一边说。

提到羊肚菌种植，有着多年种植技术
和经验的周明信心十足地说：“羊肚菌对土
壤、温度、湿度、通风、生长环境
和自然条件要求极高，温度
是 在 8℃ 至 16℃ 左 右 ；
干湿度的要求一般干
度不能超过 30%，湿
度 一 般 在 70% 左
右；最近气温变化
比 较 大 ，该 通 风
的时候要及时通

风，该降温的时候必须降温。其中一项把
握不准，前期的努力就付诸东流。年后 2
月 21 日那一场大雪记忆犹新呀，根据多年
得来的经验，我们当时只搭建了里面一层
小拱棚，因为它又矮又小，承重能力强，所
以扛住了那场大雪。如果没有经验的话，
外面大拱棚承受不住风雪的压力，就会坍
塌，这样损失是不可预计的；还有基地位于
丹江边，风特别大，稍不留神，棚子就会被
吹起来，我们需要在搭拱棚架子、盖遮阳网

的时候下功夫，这样也能把风险降
到最低。”

随着种植经验的积累
和精细化的管理，周明也

总 结 出 了 一 套 应 对 本
地气候条件的措施和
高 产 经 验 ：“ 我 今 年
种 植 30 亩 ，已 经 采
摘 三 四 天 了 ，量 不
多 ，差 不 多 每 天 能
采 收 700 多 斤 新 鲜
羊肚菌，但是根据目
前 出 菇 情 况 ，丰 产 期

在下周，到时候每天大
概能采收 7000 斤新鲜羊

肚 菌 ，可 以 持 续 采 收 四 五
天，差不多 8~9 斤新鲜的能烘

成 1 斤干的，今年 1 斤干羊肚菌可以
卖到 600 多元。”

在周明精细化的指导下，其他几个种
植大户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今年
第一年跟着周明种植羊肚菌的严峻告诉
笔者：“因为土壤和其他因素，虽然和周明
师 傅 的 地 离 得 不 远 ，但 是 我 这 出 菇 比 较
晚，3 月 3 日‘报信菇’才来，今天是第一天
采摘，出菇情况还可以，估计丰产期还得
一周左右。”

随着“商南羊肚菌”入选 2023 第三批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羊肚菌的种植为当
地群众增收开辟了新门路，进一步促进了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实现了“一田多收”和产
业振兴，真正让羊肚菌撑起“致富伞”。

羊 肚 菌 撑 起“ 致 富 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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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3 月中旬，镇安县高峰镇正河村沈继明刚度过了
清闲的正月，就进入了一年的点心制作繁忙季。3 月 16
日，在正河村街道，沈家点心铺门口前排起的长队，大多是
外地来正河村兰花产业园的游客，他们都是慕名前来购买
点心的客户。操作间里，五六个女工正在进行拌馅、揉面、
切剂、出模、印红、装盘、进箱、烘烤等工作。一盘盘色泽鲜
亮、美味可口的传统点心抢“鲜”出箱。

从父辈传承的打点心传统小手艺到小作坊，从食客爬
山路到山垴上去采购到搬到街道卖点心，从送孩子走出大
山上大学到孩子返乡创业糕点小吃年收入过百万，小小点
心叩开了沈继明一家三口的“幸福门”。

传承传承 传统小点心留住回头客传统小点心留住回头客

“这家点心皮薄馅多，香酥可口，是我平常没有吃到
的味道。”正在排队的王女士尝了一口刚出箱的点心说
道。这个周末，西安王女士趁着周末，带孩子回镇安，到
兰花产业园游玩，听村民说沈家点心在当地是非常有名
就过来采购，亲自品尝后，本来只买 1 盒的她，又买了 3
盒。“这点心甜而不腻，我顺便要给亲戚捎几件。”王女士
开心地说。

正河村六组村民黄全印家里来了客人，他也排队才买
了两盒刚出箱的热点心。“沈家点心不仅在正河村有名，而

且在镇安县和旬阳市都名气很大，我家刚来了几位旬阳亲
戚，他们都知道我们这儿的沈家点心铺子，今天正好买一
盒刚出炉的点心招待亲戚，让他们也尝个鲜。”黄全印介
绍，点心是镇安待客的常备传统小吃，逢年过节或是红白
喜事，家家户户都要自制或购买点心。这种手工点心类似
月饼，在市面上越来越少见了，外观也比不上各式各样的
月饼，但口感非常好。

沈继明以前住在正河村的山垴上，年幼时家里也穷，
父母亲经常在逢年过节时，走街串巷给别人打点心，他便
跟在身边，久而久之便也学会了这门小手艺。“那时都是城
里乡下日子好过的人家，才会请我父母去打点心，他们才
能拿得出上等面粉、猪油、核桃、芝麻等制作原料。”沈继明
说。在镇安，传统的打点心是，用猪油和上面粉，包上核桃
馅，然后用木炭做燃料烘烤而成。后来，家家户户日子都
过好了，嫌打点心麻烦，就去超市购买月饼或者点心。时
间一长，超市的商品口感不行，那些人就逢年过节，爬上连
家沟山垴购买沈继明家过节自家用的点心。于是，沈继明
父辈重操父辈旧业，而且一年收入还不错，他们也不再出
门打工，农闲时就做当地群众喜欢的点心小吃，小作坊就
这样延续了下来。

“嘴里吃的东西，口碑最重要，这么多年人们认可我是
因为我们制作的点心货真价实。”沈继明的媳妇朱传珍告
诉记者，他们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一条信念，“点心，点心，重
在人心，做生意要心不重，舍得用最好的食材，才能做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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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感的点心来，才有回头客，一枚发霉发苦的核桃可能就
毁了一辈子信誉”。

机遇机遇 夫妻小吃店年收入上百万夫妻小吃店年收入上百万

沈继明家的点心出名后，每年腊月上门买点心的人络
绎不绝。在顾客的游说下，2015 年，沈继明和媳妇一商
量，在正河街道租了房子，把点心铺子从坡上搬到川道。
正河村党支部书记杨自有对记者讲：“自从沈家点心搬到
街道上，每年腊月从县城来排队购买点心的车在街道两边
摆满了，排起了长龙。为了让传统小吃做大做强，镇上还
专门指导他们制作礼品袋，通过网上销售。”

2021 年，由于传统手工制作，费时费事，为扩大传统
点心小吃业务，沈继明的大儿子沈世刚在旬阳开了沈家点
心分店，当年收入和正河老店持平。

2021 年，中国·镇安兰花产业园项目落户正河村，吸
引国内外兰友来正河村，把绿水青山“好颜值”转化为金山
银山“好价值”的同时，也给沈家点心锦上添“花”，带来了
发展壮大的机遇。当地政府围绕兰花产业园，打造 5A 级
兰花主题景区，办农家乐、民宿，给沈家小点心带来了人流
和财源。

“2022 年，我两口靠卖点心一年收入 20 多万元，去年
一年收入上百万，除去长期雇的 10 多个工人工资，纯收
入也就是 50 万元左右。”回忆去年挣钱的感觉，沈继明欣
慰之情溢于言表。他说，光 2023 年正河村举办中国秦岭
兰花节期间，他家的沈家点心现场销售，短短 3 天就卖了
8 万多元，那几天忙得没日没夜，有时加工到凌晨 5 点工
人才散去。

创新创新 一个小作坊留住年轻人一个小作坊留住年轻人

“我们的点心之所以好吃，一方面是手工制作的原因，
另一方面是因为都是真材实料。”沈世鹏向记者一点一滴
地介绍起了沈家点心的原材料。

在沈家点心铺子，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甜香味，伴
随着沈世鹏介绍，禁不起味蕾的诱惑，记者逐一品尝还
带着热气的点心，豆沙馅软糯绵香、香甜可口，大人孩子
都喜欢；核桃饼薄如蝉翼的酥皮包裹着实实在在、颗颗
分明的核桃碎，泛着核桃香气，咬在嘴里满口生香，让人
停不下来……

“这两年得亏我这小儿子世鹏回来帮忙，不然可把我
老两口累坏了。”朱传珍说。2023 年之前，沈世鹏一直都
在浙江杭州打工，每月工资 1 万多元。但是 2022 年腊月，
沈世鹏回来过年，看到年前父母实在太忙，就辞去了杭州
的工作，专门回来发展点心铺子。

沈世鹏回来后，首先在挖掘传统点心的样式后，根据
客户心理，精心推出传统点心、核桃酥、月饼、红豆酥和麻
饼，便于顾客根据口味选择自己喜欢的种类。现在，一年
除了正月和六七月间稍闲点，其余时间，沈家铺子的小吃
一直供不应求，处于断货状态。自从他回来接管父母的点

心铺后，一年间，点心收入翻了一番。
“我们去年就根据客户需求，推出了木糖醇系列点

心，木糖醇点心成本比一般点心高很多，但是受众面广，
销量非常不错。”沈世鹏说，随着人们生活方式和饮食结
构的改变，他在继承传统风味的基础上，不断革新制作工
艺，推出绿色、低糖、少油等更多类型的点心，让消费者有
更多的选择。

“在外面工作时给别人打工，回到家乡是自己创业，感
觉不一样。”31 岁的沈世鹏说，一家店要做成精品店，不仅
要有好吃的点心，更要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现在农村乡村
振兴确实需要年轻人，他在坚持传统手工技艺的基础上，
正尝试融入更多镇安文化元素。当下是网络时代，他也开
直播，顺应时代需要，通过网络给自己的点心插上翅膀，飞
向更多人的餐桌，让更多喜欢吃传统糕点的人们品尝到具
有地方特色的小吃点心，也让沈家点心成为更多游客来到
镇安的味觉记忆。

“我的梦想就是，借助镇安兰花产业园发展东风，把点
心小作坊做成特色食品公司，拥有自己的厂房、生产线、商
标，让镇安点心小食品走出大山，走进广阔的市场”沈世鹏
说，他正在为这一梦想在一步步努力着。

传 统 点 心 叩 开传 统 点 心 叩 开““ 幸 福 门幸 福 门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泽平马泽平 见习记者见习记者 孙远飞孙远飞 杨若阳杨若阳

t

初春时节，天气晴好，丹凤县
铁峪铺镇花魁村天麻示范种植基
地首批天麻顺利迎来了采收期。3
月 23 日，在种植基地大田间，花魁
村 40 多名群众忙碌地挥舞着手上
的镰刀，除去覆盖在菌床上方的树
枝杂草，再用手轻轻扒开一层薄薄
的泥土，掰开菌棒，一个个“白白胖
胖”的天麻便横七竖八地跟着翻滚
出来。看着整窝整窝闪着财富光
芒 的“ 金 疙 瘩 ”，不 禁 让 人 喜 上 眉
梢，心里乐开了花。

近 年 来 ，丹 凤 县 依 托 资 源 优
势，将中药产业作为拓展群众增收
渠道、持续巩固脱贫成果、接续有
效衔接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将
产业发展和群众致富结合在一起，
以产业促发展、以产业促增收，推
动形成“一镇一特”“一村一品”的
特色产业发展格局，逐步让农民的

“钱袋子”鼓了起来。
“花魁村这个地方环境好，气

候湿润，适合天麻种植。2023 年
年初，在包扶的县委组织部的支持
下，花魁村与峦庄蟒岭良种天麻产
业园合作，发展了 50 多亩天麻产
业示范基地。基地建成以来，累计
带动百余名群众在这里务工。”花
魁村副主任李惠珍介绍。

“采天麻是个技术活，先要从
棒 材 底 部 周 围 向 中 间 开 挖 ，然 后
再用手把天麻从土里掏出来，这样采挖出来的
天麻表皮才不容易破，保存的时间也长些。”为
了保证天麻原有的品质和药性不受影响，在基
地现场，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王秋
颖教授和县林业局林特产业中心林技人员，正
手把手指导着群众采用正确方法采挖着成品天
麻和种麻。

从 2015 年以来，丹凤县峦庄蟒岭良种天麻
产业园先后投资 2.8 亿元，依托中国医学科学院
王秋颖教授团队，研发出了目前国内最先进的

“蟒岭红”天麻菌种系列产品，辐射带动峦庄周边
村镇围绕天麻产业年产值突破 7.7 亿元。也让天
麻正式从山间林地栽植转移到大田栽植，在不影
响天麻品质及药性的前提下，还带动了更多的群
众依靠天麻栽植脱贫致富，促进村民实现家门口
就业增收。

自 2019 年 起 ，在 苏 陕 协 作 项 目 和 县 委 、县
政府的支持推动下，丹凤县峦庄蟒岭良种天麻

产 业 园 采 用“ 公 司 + 村 集 体 + 合 作
社 + 农 户 ”的 模 式 ，引 导 和 带 动 村
民投工投劳一起发展天麻种植，通
过 培 训 、育 苗 、种 植 、收 获 ，一 条 龙
全 程 进 行 技 术 指 导 ，辐 射 带 动 寺
坪 、铁 峪 铺 、武 关 、庾 岭 、龙 驹 寨 等
6 个 镇（街 道）成 立 12 个 天 麻 种 植
示 范 基 地 ，发 展 大 田 天 麻 500 多
亩 ，产 值 2500 多 万 元 。 产 业 园 吸
纳 40 多 名 当 地 群 众 到 园 区 务 工 ，
人 均 增 收 1500 元 左 右 ，同 时 也 带
动 了 50 多 户 群 众 发 展 天 麻 种 植 ，
发 展 规 模 150 多 亩 ，带 领 群 众 蹚 出
了一条致富路。

“最近，我们从早到晚都在忙着
采 收 天 麻 ，每 人 每 天 能 挣 130 元
钱。在家门口务工，不仅能赚钱，还
可以照顾家庭，我觉得很好。你看
这天麻长得又粗又圆，形状好看得
很 。 真 像 一 个 个 人 参 娃 娃 和 金 疙
瘩”，在采挖现场，村民梅记林喜笑
颜开地说。

天 麻 产 业 收 益 有 了 牢 靠 的 保
障，在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壮大村集
体经济以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上发挥出强劲
动力，大大提振了群众参与产业发
展的信心。王秋颖教授曾说：“天麻
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
且其与蜜环菌共生，从中吸收营养，
生长过程不需要阳光，只要将天麻

菌种埋入土地，一个月浇透一次水，保持土壤湿
润任其自然生长就好，不施肥、不打药、不费人工
照看，是一条增收致富的好路子。”

据 丹 凤 县 林 特 产 业 中 心 主 任 解 勃 介 绍 ，丹
凤天麻的品种主要以红天麻和绿天麻为主，天
麻素含量平均 0.85%。丹凤天麻除天麻素高以
外 ，还 富 含 人 体 所 需 要 的 微 量 元 素 和 维 生 素 。
目前，在全县 12 个镇（街道）皆有天麻种植，全
县 天 麻 种 植 面 积 2 万 多 亩 ，年 产 鲜 天 麻 5 万
吨。为有效促进天麻产业融合发展，县上一直
在延伸天麻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上做文章。在
保持原有加工方式和加工规模上，鼓励、支持、
引导辖区内的企业进行深加工和精加工，同时
结 合 旅 游 、康 养 产 业 ，开 发 天 麻 宴 、天 麻 药 膳 、
天 麻 即 食 食 品 等 。 目 前 。 全 县 涉 及 从 事 天 麻
生产、加工、销售的企业和合作社有 130 多家，
带 动 全 县 1.1 万 户 4 万 多 人 实 现 增 收 ，年 实 现
天麻综合产值 1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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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肚菌丰收羊肚菌丰收，，群众满脸喜悦群众满脸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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