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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浪潮中，方山县峪口

镇兴隆湾村晋吕农场，正凭借着特色农业种

植描绘着别样的丰收图景。这座原本就因蔬

果采摘小有名气的农场，在去年新引入羊肚

菌种植后，更是为村集体的发展注入了新活

力。如今，正是到了羊肚菌的收获季，农场的

大棚里处处生机勃勃。

3月 31日，当记者踏入晋吕农场大棚时，

一幅充满生机的画面映入眼帘。迎面走来的

一位工人师傅正满心欢喜，提着装满新鲜羊

肚菌的篮子，刚刚摘的羊肚菌菌身饱满、新鲜

透亮，整齐排列在篮中，让人不禁驻足欣赏。

“羊肚菌在咱吕梁种植的还不多，第一年试种

能有这效果真是好啊！”

转型创业试种羊肚菌

正和师傅攀谈中，农场负责人王小明从

羊肚菌大棚出来，对记者说：“走，我带你进大

棚里好好看看！”43岁的他正值打拼的黄金时

期，眼神中透露出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坚

定。曾经，王小明在运输行业摸爬滚打，跑出

租、开大货车，丰富的经历让他积累了宝贵的

人生经验。如今，怀揣着对家乡的深情眷恋

和对农业发展的无限憧憬，他毅然回乡创业，

一头扎进农业种植领域。谈及身份的转变，

王小明感慨万千：“虽说又回归了农民身份，

但这农业种植可不简单，里面的门道多着呢，

必须得不断学习、摸索！”

在日常与农作物打交道的过程中，王小

明始终保持对新知识的渴望。去年，在参加

方山县农业农村局组织的高素质农民培训

时，他首次接触到羊肚菌种植知识，就被羊肚

菌的发展潜力所吸引。此后，他独自踏上考

察之路，奔赴山东、河北等地，深入学习羊肚

菌的种植技术，了解市场前景和经济价值。

经过深思熟虑，王小明发现，相较于传统蔬菜

种植，羊肚菌种植不仅省工，利润空间也更为

可观，这让他下定决心尝试羊肚菌种植，为农

场发展寻找新的增长点。

经过精心筹备，去年王小明开拓出 3 个

大棚试种羊肚菌。“羊肚菌对生长环境要求极

高，尤其是温度，必须精准控制在 15 到 16 度

左右，温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它的生长，

所以日常管理必须像照顾孩子一样精心。”走

进羊肚菌大棚，一股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远

处几位村民正手持小刀，小心翼翼地穿梭在

菌垄之间，他们或蹲或跪，专注地收割羊肚

菌。但让记者犯难的是，脚底到处都是整齐

划一的羊肚菌，无从落脚，那工人师傅怎么采

摘呢？

王小明笑着指着地上的一个个灰色塑料

小包说道：“你瞧，就踩着上面走！”记者注意

到，大棚土地上每隔十多厘米就摆放着一包

塑料包裹的物体。“这是菌包，是羊肚菌生长

的‘营养宝库’。”王小明笑着解释道，“里面富

含菌丝发芽所需的各类营养物质。菌包底部

开了小孔，就像一个个输送营养的‘小管道’，

能将营养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周边的羊肚菌，

让它们茁壮成长。”

首种成功村民喜洋洋

跟随王小明的脚步，踩着一个个菌丝包

在大棚里穿行，远处工人的忙碌身影吸引了

记者注意，村民刘娥子一边熟练采摘，一边高

兴地说：“我是本村人，羊肚菌成熟时在这儿

打工，一天能挣 80 元。这份工作离家近，既

能照顾家里老人和小孩，又能增加收入，以前

想都不敢想有这么好的事儿！”

村民南秀珍也在一旁主动攀谈起来：“我

们自从搬到移民小区，心里还担心没生计，现

在我在农场干了两年了，几乎每天都有活干，

感觉很充实！”一旁的王小明弯着腰仔细检查

着羊肚菌的生长，不时还要给采摘工人细心

指导：“羊肚菌很脆弱，所以一定要慢慢采摘，

厂商收购需要均等的大小，大家采割的时候

注意分类，咱要确保每一朵羊肚菌都能以最

佳品质进入市场。”

目前，晋吕农场的羊肚菌主要销往方山

县和离石区的饭店，还有相当一部分直接与

收购商对接销售，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前景十

分广阔。据了解，今年试种的 6亩羊肚菌，每

亩羊肚菌产量可达 1500—2000 斤。这一数

据与农场传统蔬菜种植形成鲜明对比，过去

蔬菜种植每亩年收益约 5000元，而羊肚菌按

每斤 80 元—100 元计算，每亩收益可达 12 万

元—20 万元，是传统蔬菜种植收益的数十

倍。如此显著的经济效益，充分彰显了羊肚

菌种植的巨大潜力。

也是在王小明的介绍下，记者了解到羊

肚菌生长周期较长，对温度、湿度、光照等条

件要求严苛。为实现高产优质，王小明在种

植过程中不断探索。在温度控制方面，他用

传统的通风、遮阳措施，确保大棚内温度始

终稳定在适宜区间；在病虫害防治上，他秉

持绿色环保理念，利用太阳能杀虫灯、黄板

等物理手段，以及有益昆虫和微生物进行生

物防治，减少化学农药使用，保障羊肚菌的

品质安全。

谈及未来规划，王小明信心满满：“明年，

我们计划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再增加 6 个

大棚。这样不仅能提高产量，还能带动更多

的农民一起致富。我们还打算拓展产业链，

发展羊肚菌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让羊肚

菌产业成为我们村振兴发展的支柱产业！”

生态文旅融合添动能

方山县兴隆湾村晋吕农场如今已颇具规

模，23个大棚整齐排列，一座 350平方米的冷

库和一口 200米的深井为农场的发展提供坚

实保障，已然成为县域内集育苗、种植、冷藏服

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农民专业合作社。农场以

草莓、甜瓜、西瓜采摘，以及西葫芦、豆角、茄

子、青椒等蔬菜种植为主，年收入超 100 万

元。这不仅为农场自身带来可观收益，还吸纳

了周边众多富余劳动力，成为农民增收的有力

支撑。

然而，农场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历经三

次重要转型才走到今天。2008年，十几个简

陋的土棚是农场的起点，随着市场需求的变

化和自身发展的需要，2013年，农场迎来第一

次转型，土棚摇身一变成为现代化的专业大

棚，为农作物生长创造了更优越的环境，开启

了农场发展的新征程。但新的问题接踵而

至，蔬菜种植的尴尬处境让农场陷入两难，既

难以大量批发供应市场，拉到周边销售又面

临成本过高的难题。

把握机遇才能顺势而为。近年来，方山

县积极创建生态文旅示范区，晋吕农场抓住

这一机遇，锚定打造田园综合体的目标，搭建

起全新发展平台，创新合作模式，成功转型为

生态农业休闲观光亲子主题农场，吸引大量

游客前来体验，实现了第二次转型。

除了尝试羊肚菌种植外，从去年开始，农

场还创新性推出“共享菜园”模式，获得市场

热烈响应。据农场负责人王小明介绍，周边

学生家长在假期会带着孩子来到农场，领养

一块面积在 10到 15平方米的专属菜地，种植

各类蔬菜水果，并全程参与种植与收获过

程。孩子们不仅可以拥有自己的种植体验，

还能在农场尽情玩耍，沉浸式感受田园生

活。王小明感慨道：“现在的孩子对农作物了

解太少，让他们亲近大自然，接触土地，了解

植物的生长过程，这对孩子来说是极为重要

的成长体验。”目前，已有六十多位家长为孩

子认领了菜园。

羊肚菌种植、共享菜园认养等一系列创

新举措，不仅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

业岗位，拓宽了增收渠道，更成为乡村产业发

展的新引擎。在发展过程中，晋吕农场不断

探索创新种植技术，持续优化经营模式，为乡

村振兴积累了宝贵经验。展望未来，在特色

农业的引领下，兴隆湾村的乡村振兴之路必

将越走越宽广，村民的生活也将像丰收的羊

肚菌一样，红红火火，蒸蒸日上！

小小羊肚菌 撑起致富伞
——走进方山县兴隆湾村晋吕农场

□ 本报记者 康桂芳

图为晋吕农场技术员正在测量羊肚菌大棚内的温度。 康桂芳 摄

近日，市住建

局、中国工商银行

吕梁永宁支行工作

人员实地走访山西

恒 洲 检 测 有 限 公

司。

自 3月 12日市

住建局召开首次建

筑行业政银企对接

会以来，市住建局、

中国工商银行吕梁

永宁支行实地走访

贷 款 企 业 进 行 调

查，积极推动对接

成果落地，全力帮

助建筑企业破解融

资难题，为全市建

筑业高质量发展注

入强劲动力。

王洋 摄

本报讯（记者 李亚芝） 绿色是生态

的本色，也是发展的底色。近年来，离石

区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让

优良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抓实综合治理。围绕围挡拆除、垃

圾清理、道路绿化等关键环节，实施城乡

环境卫生“大起底、大整治、大提升”行

动，塑造城乡新面貌。深入开展臭氧污

染治理、污染防治、柴油货车污染整治、

散煤清零四大行动。全面启动离石区建

筑垃圾及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项目，

深入推进流域综合治理、淤地坝等项目

建设，确保境内西崖底、沙会则、贺家塔

“三个断面”全部稳定达标，努力打造保

卫黄河安澜的生态屏障。

狠抓环境整治。市区空气质量持续

保持全省前列，在汾渭平原 11个地级市

中，连续三年 PM2.5平均浓度最低、重污

染天数最少。国考三个断面均达到或超

过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从保护一片蓝

天、一泓清水、一块土地开始，全方位深

化污染防治攻坚战。

做好生态修复。扎实推进中部县域

小水网工程建设，持续拓展国土空间绿

化，切实做好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和矿

山生态修复治理，大力实施吕梁山西麓

“三北”工程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项

目，高质量完成 4.4万亩造林修复任务。

推动绿色发展。深入践行“双碳”行

动，有序开展用能预算管理，降低重点行

业能耗强度，加强重点单位用能监察，倒

逼淘汰落后产能，从源头推进节能降

碳。推广使用清洁能源，引导群众优先

选择绿色出行方式，推进经济发展绿色

转型。

本报讯 （记者 王涛） 柳林县

山西石器时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自 2019年成立以来，依托科技创新

力量，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成功突

破行业技术壁垒，推动传统石灰石

产业向绿色高端转型，为柳林资源

型经济转型发展树立新标杆。

公司与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张懿院士团队深度合作，共建山西

省“含钙矿物及固废资源清洁高效

利用”院士专家工作站。依托国家

级科研力量，企业研发出国际领先

的石灰石清洁制备特种纳米碳酸钙

及新型复合钛白粉技术体系，先后

获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山西省重

点工程等多项政策支持。

石灰石清洁化制备特种纳米碳

酸钙及复合钛白粉项目以 150万吨

石灰石及 50 万吨高钙灰深加工产

能为基底，运用湿法冶金与生态循

环新技术，将普通石灰石转化为高

附加值的棒状、球状纳米碳酸钙及

复合钛白粉产品。这些新型材料可

广泛应用于橡胶、塑料、造纸、涂料

等领域，实现对炭黑、白炭黑、钛白

粉等传统大宗原料的绿色替代，真

正实现“点石成金”。

总投资 30 亿元的产业化项目

正在有序推进，规划占地 400 亩的

三期工程全面建成后，预计可实现

年营业收入 100 亿元，贡献利税 10
亿元。

“我们正在书写‘一块石头’的

绿色传奇。”公司技术负责人表示，

项目完全契合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

略，通过工艺革新使传统矿业实现“开采零废弃、生产零

污染、产品全利用”。

这项创新实践不仅开创了非金属矿高效利用新路

径，更探索出资源型地区产业升级的“山西方案”，为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范式。

随着项目的深入推进，柳林县正悄然发展成为绿色新材

料产业新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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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石区

奋力打造绿色发展新高地

本报讯 （记者 刘少伟
通讯员 毋笑蓉 房鑫） 4月

11 日—13 日，受强冷空气影

响，交城县庞泉沟地区遭遇

极端大风天气，瞬时风力达

10级。国网交城县供电公司

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统筹部

署 巡 检 抢 修 及 隐 患 治 理 工

作，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

运行。

接到气象预警后，交城

县供电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大

风应急响应机制，督促各部

门供电所应急人员 24小时在

岗待命，组织输电、变电、配

电等专业力量成立 12支抢修

队伍，预置发电车 2 台、抢修

车辆 18辆，备足导线、绝缘子

等物资。大风前夕，公司通

过“无人机+人工”立体巡检

模式，对变电站设备及易受

风力影响的线路开展特巡，

修剪树障 57 棵，重点加固庞

泉沟辖区电力表箱 4个，消除

潜在风险。

大风过境后，迅速组织

抢 修 人 员 赶 赴 庞 泉 沟 等 片

区 ，对 受 损 线 路 开 展“ 地 毯

式”排查。针对线路出现的

绝缘子破损、导线挂接塑料

袋等故障，高效清除异物 5
处。同时，对倾斜杆塔进行

临时加固，通过负荷转供技

术 保 障 周 边 居 民 用 电 不 间

断。

同时，结合春季鸟害高

发 特 点 ，开 展 专 项 治 理 行

动 。 在 庞 泉 沟 等 鸟 类 活 动

频 繁 区 域 清 除 杆 塔 上 方 半

成型鸟窝隐患 6 处，安装惊

鸟器 12 个。此外，该公司还

组 织 党 员 服 务 队 深 入 沿 线

村 庄 ，发 放 安 全 用 电 手 册

500 余 份 ，通 过 微 信 群 推 送

大风天气防护指南，提醒农

户加固大棚膜、规范处理农

用废弃物。

据悉，交城县供电公司

将 持 续 监 测 山 区 微 气 象 变

化，强化各部门协同联动，加

大对电网设备的巡检和维护

力度，提升电网设备应对恶

劣天气能力，全力守护电网

安全稳定运行，确保为全县

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

电力保障。

“在这个‘十年九旱’的黄土高原上，我

们在农业生产中实际面临着两个问题：一寒

二旱。怎么解决呢？我们用一二三四的方

法来解决，就是一张两米的宽膜、两条集水

沟、三道集雨拢，然后种的四行，用这个方法

保墒集雨。把雨水充分利用起来，这个问题

就解决了。”连日来，在柳林县石西乡郭家塔

村的田间地头，农业技术人员刘笑正在指导

瓜农用宽膜覆盖技术种植西瓜甜瓜。

柳林县石西乡是远近闻名的西甜瓜之

乡，合适的温度和湿度是西甜瓜稳产高产的

重要因素。春季干旱少雨的天气严重制约

着当地的春耕春播，柳林县组织农业技术人

员深入田间地头，帮助农民抢墒覆膜，保障

春耕生产有序推进。

刘笑的宽膜覆盖技术不仅让当地农民

实现了高效的春耕备耕，而且在全县范围内

指导、服务的旱作农田面积超过五千亩。针

对倒春寒现象，2023 年刘笑又创新研发了

一项防寒技术，用废旧的塑料餐盒做防寒

碗，为幼苗顺利成长保驾护航。

伴随着一阵阵“轰隆隆”声，一台宽膜旋

覆一体机飞快有序地作业，不到五分钟的时

间便完成了一大片的旋耕地和宽膜覆盖。

刘笑给农民详细讲述宽膜保墒知识和技术：

“咱的覆盖你们都知道，是为了保墒，开这两

条沟是为了集雨。我们用简单的餐碗扣上

去，早播早种，早收早上市。”

刘笑介绍，餐盒防寒技术也是有讲究

的，盒上必须要开一个小洞助于通风，洞口

朝向需要避开西北方向防止受冷，上面需盖

层土，一是为了防止餐盒被风吹跑，二是可

以防止秧苗被暴晒。薛村镇薛家山村农民

薛宝柱就是最早的受益者，他用刘笑的防寒

技术已经种植了两年，今年他的 6亩西甜瓜

地都已经完成了宽膜覆盖和扣碗防寒。

33岁的瓜农郭宏亮是郭家塔村的旱地

西甜瓜种植大户，他去年共种植了 40 亩西

甜瓜。郭宏亮说：“刘笑老师经常来我们地

里，指导我们保墒保苗，长期指导我们科学

种田。看看现在的效果，宽膜覆盖已经接近

尾声，今年应该又是一个丰收年。”郭宏亮今

年计划套种玉米、大豆等粮食，他算了一笔

账，这批甜瓜从栽种到上市总共需要 80天，

西瓜 90天，预计 7月初就能上市，除去粮食

收入能挣近 30 万元。看着满地的宽膜，郭

宏亮对今年的丰产丰收充满了希望。

刘笑说：“我们采用的是西瓜甜瓜下茬套种玉米、大豆、

西红柿、西葫芦、辣椒这些作物，西瓜我们前期收入以后，通

过套栽玉米、大豆等农作物，可以实现双茬生产双丰收。”

农业技术到地头，科学种瓜保增收。刘笑研发的宽膜覆

盖集雨技术，配套使用宽膜旋覆一体机，确保了旱作农业更

加高效保墒集雨，实现了耕地、覆膜、防草一体化作业，通过

人工造墒、补墒的方法进行抗旱播种。一行行宽膜在阳光的

映射下成为亮丽风景线，一个个防寒碗犹如保暖帽子呵护着

幼苗生长，为农业稳产高产、农民增收提供了有力保障。农

民薛宝柱说：“用宽膜覆盖保墒保湿，用餐盒保住秧苗春天不

用受冻，防止倒春寒。扣上这个餐盒呢，又能提前上市，上市

了就提前能卖个高价钱，我现在有不到 6亩地，估计收入 4万

多块钱。”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近年来，柳林县把科学种植

作为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着力打造高产、优

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化农业，稳步推进农业高质量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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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记者 王卫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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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应对极端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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