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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振明：艰苦创业当“菇爷”
致富不忘众乡亲

决胜脱贫攻坚 推动乡村振兴

兴安县湘漓镇的何振明，专门研究种蘑菇 16 年。不光自己致了富，还带动一批贫困户
脱了贫。为此，当地人亲切地称他为“菇爷”。日前，记者来到兴安县湘漓镇湘漓菇缘家庭
农场，专门拜访这位人称“菇爷”的致富带头人。

湘漓菇缘家庭农场位于湘漓镇
至界首镇的二级公路旁，距离兴安
县城3公里。

时至六月，天气炎热，走进其
中一个大棚，棚内潮湿温热,一个
个菌孢一层层整齐地摆放着,一簇
簇秀珍菇冲破薄膜冒了出来,长势
喜人。这个大棚刚采摘完一批秀珍
菇，只见七八个工人正在清理菌棒
上的菌渣，一名看起来精干的男
子，正忙着打电话，联系发货广
东。

打电话的人，正是“菇爷”何
振明。43岁的他言辞不多，但一
说起种菇，却立即变得健谈起来。
他告诉记者，自己种蘑菇的历史还
要追溯到2003年。

2003 年以前，何振明还是一
名大城市的农民工。因为家境贫
寒，初中一毕业就去广东做起了建
筑工，一做就是十年。2003年，
27岁的他，听说家里的一位叔叔
在家里种植起金针菇，效益不错。
于是，何振明毅然辞职，开始去浙
江、福建考察金针菇的种植技术。
学成之后，他重返家乡，决定在自
己的家乡试一试：“大不了一切重
来。”在这样的决心下，他开始了
白手起家的创业之路。

何振明先在自家的地上建起了
大棚，探索种植金针菇，后来不断

扩大规模，研究起秀珍菇，经过不
断探索，发展起反季节种植。凭着
坚定的信念，执着的追求，刻苦的
钻研，十多年过去了，他也在食用
菌行业闯出了一片天地，成为兴安
县效益最好的蘑菇种植基地。

2018年要建农场了，何振明激
动地打电话给 16 年来一直关心指导
他的浙江农业厅的一名技术专家，
请他建议取名。这位专家亲眼见证
着他和蘑菇的“缘分”，因此为他
的农场取名“菇缘家庭农场”。

何振明介绍说，秀珍菇又叫小
平菇，外形悦目，质地鲜嫩，口感
好，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
食品，又没有平菇的腥味，深受消
费者青睐，市场需求量大，供不应
求。

秀珍菇本是喜寒植物，适合在
冬季生长。但何振明勇于创新，大
胆实践，通过设施栽培，温差刺
激，进行夏季反季节栽培。通过调
控温度控制产量，运用冷库机 24
小时控温在 10℃ 以内，刺激菇蕾
形成。

目前基地种植反季节秀珍菇
40万棒，产鲜菇240吨，平均每棒
产1 . 2斤，每斤均价在5 . 5元左
右，最高可达8元。每斤纯利润
2 . 2元左右，产值达240万元，产
品销往广东、湖南、广西等地，供
不应求。农场由3年前每年5万-60
万元的纯收入，增加到每年80万-
90万元的纯收入。

由于经济效益好，栽培技术成
熟，何振明成为赫赫有名的种菇致
富能手，慕名前来参观学习的人越

来越多。2017年县农业局支持30万
元奖补资金给何振明，用于规模扩
建基地。种菇能手的名声越传越
广，许多人前来取经，其中还包括
自治区农业厅农业推广站站长、市
农业局领导……一时间，何振明农
场的门槛都被踏平了。

秀珍菇不仅栽培效益好，还可
以实现经济循环可持续发展。基地
广泛利用湘漓的葡萄枝等农业废弃
物作为秀珍菇的栽培基质，同时，
秀珍菇废料不但可以晒干当燃料，
还可以提供给柑桔、西瓜等苗木、
果蔬种植大户作为肥料，形成生态
循环经济产业链。

现在农场种植基地面积达 15
亩，全部采用标准化种植，拥有标
准化生产菇房 13 个，其中工厂化生
产菇房 5 个，机械设备有拌料机 1
台，接种箱 10 个，食用菌生产装袋
机 2 台，木料粉碎机 1 台，铲车 1
台，灭菌锅 1 个，移动制冷机 2
组、冷库房机组2座，排风扇60个。
16年的努力，农场由小到大，由弱
到强，如今固定资产达400万元。

“吃水不忘挖井人”，何
振明深知，自己的发展离不开
乡亲们的支持和鼓励。在招聘
农场长期管护人员时，何振明
着重偏向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低保户、残疾户。

正在清理菌渣的54岁贫
困户杨桂芳告诉记者，她是漠
川乡搬迁过来的五里峡移民，
爱人身体不好，家有90岁老
母，还养着一个64岁无法劳
动的残疾哥哥，儿子还在念技
校，女儿刚刚大学毕业。家里
仅有几块贫瘠的干田，且位于
5公里山路之外，一大家子的
生活非常艰难，而附近周边能
提供就业的岗位微乎其微，很
多男性劳动力就近找不到工
作。

得知贫困户杨桂芳家庭困
难，何振明主动邀请她和另外
4位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来到
他的农场长期务工，每年为他
们增加务工收入一两万元。近
两年来，其中3户贫困户顺利

实现脱贫，杨桂芳也将在今年
脱贫摘帽。

杨桂芳心怀感激地对记者
说：“我们村的年轻人很多都
外出打工了，年纪稍微大点
的，因为要照顾家里，也不敢
外出，再说年纪大了，出去也
没人要。我们附近村也几乎没
有什么工作可以做，多亏了何
老板，几年下来一直留着我在
他那打工。我年纪大了，能在
大棚里干点杂活，活动活动筋
骨，还有钱赚。”

在何振明的带动下，湘漓
及高尚镇的4户群众也跟着种植
起蘑菇，规模也都在一二十万
棒左右。何振明弟弟何振顺也
不再打工，回到家乡，承包下
10亩地，加入到香菇、猪肚菇
的种植中。如今，何振明先后
培养出了10余位种菇致富能手，
为本区域食用菌产业的提升发
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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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1 白手起家种蘑菇

2 打“反季节牌”年入近百万

3 带动乡亲脱贫致富

何振明正在大棚里观察菇的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