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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再深化 融合开新局

近日，在衢江区希望新村数字化食用菌

共富产业园里，20 多个智慧恒温菇棚里的菌

菇迎来丰收，工人们正忙着采收，按级别分装

打包。

“棚里恒温恒湿，全部自动化操作，数字云

平台可以精准模拟出菇要求，我们只需把所需

数据信息收集起来，一个人就能轻松管理 22

个菌菇房。”产业园负责人舒静介绍，产业园

引进智能数字化系统，配备先进的环境监测

设备，通过数字农业云平台，可远程掌控各项

生产数据，为菌菇生长提供最适宜的环境，实

现菇棚多茬采收，保证产量和品质。至今，产

业园已创造临时性岗位 800 余个，预计带动

200余户农民增收280万元。

“第一批花菇菌棒经过工厂化栽培与管

理，已采收150多公斤鲜菇。按照一个菌棒出

菇1公斤计算，我这个菇房一年就有3万元利

润。”希望新村党支部书记吴小刚利用闲置农

房带头种起“科技菇”。

2023年，希望新村依托云溪乡党建联建机

制，联合22个村集体抱团建立“菇”事共富工

坊，引进浙江衢州南孔珍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采用“国企投资+农业主体运营+村集体入

股分红+村民参与”的共富模式，以“菌棒赊

种+闲置农房+保底收购”方式，带动农户打造

“菌菇厂”。目前，希望新村已有9户农户利用

闲置农房，栽培2.84万棒花菇，生产的菌菇全

部由公司按协议价收购，预计每个种菇农户保

底年收入可达3万—4万元。

发展乡村“土特产”，关键是把收益留在农

村、留给农民。近年来，衢江区不断夯实“共富

菇”产业基础，提升产业能级，探索共富模式，

完善农民利益联结机制，实施联片式经营、抱

团式发展。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优化

食用菌产业布局，不断将

组织优势转化为强村富

民发展优势，持续打

造农民增收、农村

发展新引擎，真正

实现乡村靠‘土’

而起、靠‘特’而

兴、靠‘产’而富。”

衢江区农业农村

局 有 关 负 责 人 表

示。2023 年，衢江

区食用菌总产量 5935

吨，总产值5850万元，比

上年增长 4.13%，带动该区

300余户农户增收200多万元。

“共富菇”开拓新路径

走进衢江区高家未来农业园区的栽培大棚，可

看到墙体栽培、树式栽培、滚筒栽培、潮汐式栽培等

无土栽培模式。这是当地引入山东“寿光模式”，开

展蔬菜全链条生产经营的一个典型。

去年6月，衢江区正式把寿光蔬菜全链条生产

经营模式引进浙江。高家未来农业园区整合周边闲

置农地，配套建设分拣中心、水肥一体、道路水渠等

设施，升级打造400亩高效种植园区。

“大棚建成后，我们花了近一年时间，根据衢州

的气候、湿度等条件，开展蔬菜试种验证，在相关品

种种植成功后，再推荐给当地农户。”园区负责人王

宾介绍，我们不仅引入寿光蔬菜全链条生产经营的

模式、标准、体系，还通过标准制定、技术输出、专家

培训、组团考察等形式，将寿光技术优势嫁接到衢江

“3+X”农业特色产业，推动“寿光—衢江”共富模式

在衢江全面铺开。

作为省级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试点区，衢江

区高家未来农业园区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方

式，将二期大棚分租给农户种植，实行分户经营，由

运营公司提供“六统一”服务模式，引导农民从“产业

工人”向“共富合伙人”转化。目前，已有50多个农

户成为“共富合伙人”。园区全面建成投产后，预计

年均产值将超1000万元，带动村集体年均增收40万

元以上，有效解决周边农户务工需求，拓宽农民增收

渠道。

得益于“寿光模式”的加持，衢江区高家未来农

业园区已成为高效、智能、安全的设施蔬菜产业综合

服务基地。

“寿光菜”引领新风尚

“清水鱼”是衢州的一张“金名片”。近年来，衢

州市依托山水资源禀赋，坚持以“衢州清水鱼”统筹

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产业向种业“芯片”和

精深加工两端转型升级，形成更具竞争力的产业链

条。

走进衢江后溪工厂化循环水清水鱼养殖基地，

一个个巨型鱼缸整齐排列，缸内成群鱼儿翻腾跃动，

争相觅食。“鱼儿在桶里游泳健身，做有氧运动，是名

副其实的跑步鱼。”基地负责人蔡雷军介绍道。

好水才能养好鱼。为提高鱼的鲜活度，基地养

殖用水取自二级地表水，从源头把控养殖品质。同

时，生态循环水模拟活水状态，让鱼儿保持着逆流游

泳的状态，使得肉质紧实，口感更好，更受市场欢迎。

该基地集聚衢江区后溪镇下棠村、赤山口村、张

村村等地资源，投资20亿元，全面引入数字化管理

技术，配备养殖全生命周期精细化监测系统，通过传

感器、无线通信等设施设备，对水质、鱼群活动进行

实时监测和数据记录分析，实现生产过程智能

化、信息化。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具有占地

少、密度高、可控性强等优点。“通过标

准化、工厂化养殖，‘清水鱼’不仅品

质得到进一步提升，产量更是传统

养殖的20倍以上。”衢州市水产

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表示。目

前，项目一期已投入使用，全部

建成后，预计一年可生产8万

吨“清水鱼”。

近年来，衢州区从种业研

发、产品加工、品牌创建等切

入，攻关核心技术，制定“清水

鱼”品质等级评价标准，开发鱼子

酱、休闲小鱼干等预制菜，延伸产业

链，提升产业附加值，推动“衢州清水鱼”

产业高质量发展。

“清水鱼”塑造新动能

□本报记者 丁佳味

今年以来，衢州市衢江区深入实施“一镇一产业、一村一品”特色共富行动，创新探索“清水

鱼”“跑步鸡”“寿光菜”“共富菇”“宿集化”等共富模式，实现“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今年前

三季度，该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4666元，增幅8.8%。

强村富民拓新路
——衢州市衢江区探索助农共富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