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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伟琴与丈夫廖建东相识相知

于农业。多年前，廖建东从举村乡

农户手中流转了300亩山林，尝试养

鸡、养鱼、种菜，但均以失败告终。

有一次，江伟琴在电视上看到

常山一带种植金针菇效益不错，于

是夫妻俩带着满腔热情去当地考

察，并购得一批菌棒。尽管他们干

得很辛苦，却因不懂技术，赔了钱。

2009 年，这对不服输的夫妻离

开大山，租下衢州市农林科学院原

来的基地，继续种植金针菇。这次

因为有市农林科学院提供的新品种

和技术指导，江伟琴渐渐摸到了种

菇的门道，第二年就盈利了。“那时，

我才明白，搞农业不能只靠苦干、蛮

干，既要懂市场，更要懂技术。”从

此，江伟琴迷上了学习，先后参加了

浙江农林大学农业领军人物研修

班、浙江农艺师学院高级研修班学

习，并于2021年破格获评高级农艺

师。

不断学习，让江伟琴对现代农

业的认识有了脱胎换骨的提升。然

而，市场瞬息万变，随着金针菇工厂

化种植浪潮的袭来，江伟琴发现市

场开始饱和。但她敏锐地发现，危

机中也有转机，当时秀珍菇价格一

路走高。

这是一次全新的挑战。江伟琴

运用所学，对秀珍菇价格和生长规

律进行图表化统计分析，结合成本

核算、产销波动等指标，计算出最佳

种植数量组合，错峰种植，让效益最

大化。

“尽管秀珍菇市场价格相对稳

定，但由于采收时间紧，需要连夜采

摘，人工成本较高。”江伟琴回忆说，

2022 年春季正值出菇高峰，由于雇

不到人，她又不在基地，丈夫廖建东

一个人没日没夜连采三天，也没能

赶上秀珍菇生长的速度，眼睁睁看

着到手的收入打了水漂，损失巨大。

痛定思痛，江伟琴决定再次更换

菌种。由于近些年来，江伟琴一直承

担着省、市农科系统新菌菇品种的试

验任务，拥有大量的一手实验数据，

对菇类市场行情也心中有数。

江伟琴果断选择种植更有市场

潜力的羊肚菌、灵芝和雪耳。“从目

前的情况看，行情不错，但品种要

变，产业链也要变，只做单一产业，

风险大、效益低。”江伟琴说，变，是

唯一不变的选择，她已习惯了。

“面对市场大潮，接下来的‘变’，

又该如何抉择？”2022 年 2 月，在出

席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第十一次代

表大会时，江伟琴主动找到浙江工

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博导

团队寻求解惑之道。

专家们给江伟琴提供一个信

息：目前，仿野生灵芝食品加工领域

是个空白点，市场潜力较大，浙江工

业大学有新的科研成果，待转化落

地。“在国家政策风向、大众需求等

多重因素叠加下，康养是大趋势。”

多年的从业经验，让江伟琴明白这

是个难得的转型机会。

早在 2021 年，江伟琴就尝试将

公司生产的雪耳深加工成“素燕

窝”，投入市场后反响不错，“去年

销售额 600 多万元，一家不起眼的

经销商一年就销售了 50 多万元。”

“素燕窝”的成功，让江伟琴初尝农

产品深加工的甜头。不过，“素燕

窝”的生产技术门槛不高，很容易

被模仿，缺乏核心竞争力。“关键技

术一定要抓在自己手里。”江伟琴

与浙江工业大学博导团队一拍即

合，决定深度合作。当年，江伟琴

在举村乡的竹林里种下了122亩仿

野生灵芝，并买断专利，准备生产

灵芝压片糖果。

眼下，基地内的生产厂房已建

成，“接下来，我们准备把‘两子’文

化融入雪耳和灵芝产品包装里，打

造成衢州伴手礼。”江伟琴说，博士

创新站的落地，给了她更大的底气，

计划引进更多科研人才。目前，公

司正与浙江中医药大学、北京协和

医院等科研院校洽谈，合作开发迭

代产品。

随着近年来衢江“最美天路”的

走红和周边景区的开发，江伟琴再

次更新了自己的计划：打造康养产

业园。“生产端有博导团队，销售端

交给第三方，我自己可以静下心来

整体谋划，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

加值。”江伟琴说，她用18年走出了

一条现代农业的“天路”，相信未来

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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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技术 深耕菌业

不久前，“衢州博士创新站”在

衢州东南阙里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落地。江伟琴难掩内心的激动，

推开办公室的窗户，深深地呼出一

口气，目光定格于窗外不远处的衢

江“最美天路”。

蓝天白云下、秀山碧水中，连接

衢江区举村乡举村村和黄坛口乡汉

都村的举汉公路凿山而建，一侧是山

势陡峭的大转弯，另一侧是壁立千仞

的悬崖，远处仙霞湖里荡起的碧波若

隐若现。这里被称为衢江“最美天

路”，是当地有名的网红打卡点。

以灵芝种植及深加工为主的东

南阙里现代农业基地，就位于举村

乡深山、“最美天路”的起点。在绵

延的群山之间，江伟琴以18年的坚

持与探索，深耕菌菇产业，犹如这条

衢江“最美天路”——从往昔崎岖山

岭变成今朝通途大道。

摆过地摊、开过日化品店、做过导

游、卖过涂料……江伟琴从18年前的

农业门外汉走到现在，办起属于自己

的现代农业公司，取得了高级农艺师

职称，还创办了“行走的田间学校”，被

评为浙江省乡村振兴产业带头人，成

为周边农民口中的“江老师”。

江伟琴说，这么多年来在不断

地识变与应变中，她找到了从事现

代农业的乐趣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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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在绍兴市柯桥

区福全街道徐山村的徐山建

良养殖场里，近10亩的藕塘生

机勃勃。“普通的莲藕亩产大

约1500公斤，我的藕塘可达到

3000公斤。”说起这片藕塘，养

殖户高建良满脸自豪。

高建良是诸暨人，2009

年，他承包了 60 亩地，从水泥

工转型成为养鸭大户，巅峰时

期养殖近 1.2 万羽绍兴麻鸭。

作为养殖大户，养鸭过程中产

生的废水一直是个问题。近

年来，他积极探索生态循环养

殖模式，自己设计打造了一套

废水处理系统。如今，全新开

辟的这片藕塘，成了他生态养

鸭的新实践。

高建良的养殖场采用“离

地养殖”模式，鸭舍内的地板

由一块块不易生锈的热镀锌

格栅板拼接而成，格栅板下的

沟渠可储存鸭粪及废水。只

要摁下废水泵的开关，水塘及

沟渠内的废水就被抽入污水

蓄水池，经过处理后，变作有

机肥输送至周边的水稻田。

高建良说，“鸭稻共育”是

一种常见的循环农业模式，水

稻秧苗生根后，在稻田里套放

一定数量的幼鸭，达到生态循

环利用、增加经济效益的目

的。因此，原先养殖场里有40

亩的农田被规划用于种植水

稻，作为养殖场的“配套设

施”。

“原本是一举两得的老办

法，但他养的鸭子多，肥料也多，水稻‘吃’不

进，还容易倒伏，难收割。”高建良说，去年年

初，他“割舍”出4分田，加装了细密的过滤网，

为污水处理系统新设了一道工序，以免输送给

稻田的肥料太多。同时，他选择把鸭舍西北角

的10亩农田改种莲藕，莲藕一年四季都能种还

不怕“肥”。

让他出乎意料的是，有了有机肥的加持，

莲藕不仅产量高，而且品质好，根本不用为销

路发愁。“这个莲藕出粉率高，别人 50 公斤莲

藕只能出三四公斤藕粉，我种的 50 公斤莲藕

能出 5 公斤藕粉。”高建良说，他的莲藕销售

不用出村，去年藕还没挖出，就被附近村民预

订一空。

此外，高建良还将“鸭藕稻共生种养”可持

续的生态循环新模式转换而成的“肥料库”向

村民免费开放，不仅使养殖废料变废为宝，还

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实现了经济效益

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马冰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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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伟琴：从大山里走出一条现代农业新路

养殖场一角养殖场一角。。

江伟琴在基地江伟琴在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