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仲夏的扎赉特旗
阿尔本格勒镇处处萌
发出生机活力，连绵青
山环绕着整齐划一的
木耳大棚。大棚里戴
着遮阳帽的“耳农”们，
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
的黑木耳采摘季：一筐
筐刚刚被采摘下来的、
黑嘟嘟的木耳展开“笑
颜”，静静等待着被搬
去晾晒。

看着油亮亮的黑
木耳，嘎查种植户王
双龙夫妇乐得合不拢
嘴：“去年种了地摆木
耳 1.4 万 棒 ，效 益 不
错，今年我们又种了
1.8 万挂袋黑木耳，没
想到挂袋黑木耳长势
比地摆木耳还好，耳
型好看，木耳产量高，
品质还好，肯定能卖
上好价钱，今年又是
一个丰收年啊！”

从往年收入千余
元到去年收入超过 3
万元，对于王双龙来
说，这实实在在的变
化得益于扎赉特旗阿
尔本格勒镇实施的黑
木耳产业扶贫项目。
扶贫打赢翻身仗，小
木 耳 发 挥 了 巨 大 作
用 。 在 脱 贫 攻 坚 战
中，阿尔本格勒镇通
过发展黑木耳产业，
让当地百姓脱了贫，
尝到了甜头。

去 年 以 来 ，扎 赉
特旗阿尔本格勒镇在
黑木耳品牌建设上下
实 功 、出 实 招 、见 实
效，努力让黑木耳产
业成为乡村振兴强大
引擎。如今的阿尔本
格勒镇，正在逐步成
为以黑木耳种植、深
加工、物流运输、交易
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基
地。黑木耳这朵乡村
振兴之“花”，正在扎
赉特旗绿水青山间尽
情绽放。

“ 在 家 门 口 的 黑
木 耳 基 地 种植木耳，
不仅挣钱多，还能照顾
老人和孩子，真是一举
多得。”嘎查的贫困户
白来宝也是黑木耳产
业扶贫项目实实在在
的受益者。往年这个
时候还在外地打工的
他，如今正在村里为木
耳产业忙碌着。

“外出打工，又累
收入又不高，一年下
来也攒不了多少钱。”
白来宝说，看到村里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
选择留在家里发展黑
木耳产业，他也满怀
信心地加入到他们的
行列里来了。

“黑金”产业
铺就脱贫幸福路

“共产党像太阳，党的政策暖心房⋯⋯”
阿尔本格勒镇珠日根嘎查农民王顺在采摘木
耳之余编了一段顺口溜，他让爱人用手机录
成视频后发在了微信朋友圈，不一会儿就收
获了许多父老乡亲的点赞和转发。

王顺的顺口溜是享受到扶贫政策后的有
感而发，作为黑木耳产业的直接受益者，这几
年来，王顺和妻子除了自己种植 1 万棒黑木
耳，还在合作社里务工，每年靠这两项就能收
入 6 万元以上，小日子过得越来越滋润。

“现在像他们夫妇这样既在合作社打工
又自己种植黑木耳的户数已经达到 48 户，在
合作社每人每年工资收入平均达到 14000
元。”瑞秋农牧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马和平
说，眼下在阿尔本格勒镇，除了种地和搞养
殖，当地很多老百姓掌握了一门新的致富技
能——黑木耳种植。通过这项产业，青壮年
有了不用背井离乡又能发家致富的新机会。

2016 年，瑞秋农牧业专业合作社开工建
设黑木耳基地，目前合作社占地面积 4 万平
方米，引进了半自动接菌生产线设备，日生
产菌棒 2 万棒以上。去年成功注册了“南兴
安”绿色品牌，北京市丰台区还在这儿建立
了扎赉特旗京蒙帮扶扶贫车间，并将合作社
确定为丰台区餐饮协会采购基地，为阿尔本
格勒镇黑木耳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增添了动
力和信心。

据马和平介绍，现在他的合作社主要经
营黑木耳菌棒生产、销售、种植、深加工等。
社员已经从最早的 5 户发展到了 58 户。几年
下来，合作社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方面取
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被评为
兴安盟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看着越来越多的村民都靠种植黑木耳摆
脱贫困，走上了致富路，阿尔本格勒镇镇长伊
全深有感触地说，扎赉特旗的黑木耳种植合
作社 80%都集中在阿尔本格勒镇，黑木耳产
业在阿尔本格勒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
环境进一步优化，产业优势逐步凸显，目前已
初具规模。2017 年以来，扎赉特旗陆续出台
了若干扶持黑木耳产业发展政策，使其成为
重点扶贫产业，成为了一个乡村振兴、实现全
面奔小康的朝阳产业。

2018 年，该镇投资 242 万元补助 464 户
贫困户，1198 人口种植黑木耳 150 万棒。辐
射带动了全镇 600 户农牧户种植黑木耳，种
植黑木耳贫困人口人均增加收入 2800 元。
带动 1200 人参与黑木耳生产，增加了 300 万
元的劳动收入。眼下，在阿尔本格勒镇各嘎
查的田间地头，整齐排列的黑木耳菌棒让人
眼前一亮，小小的黑木耳正逐步成为撬动全
镇扶贫产业发展的大杠杆，成为贫困群众发
家致富的金法宝。

“今年，我们按照旗委、政府将阿尔本格勒
镇打造成黑木耳特色乡镇的思路，坚持早谋划
早部署，从发展理念、资源整合、发展模式等方
面进一步实施精细化部署，把之前单独针对贫
困户的发展范围扩展至全镇所有群众。”阿尔
本格勒镇党委书记史连福说，为了将黑木耳产
业从扶贫项目转变为富民项目，2019 年对有
发展黑木耳意愿的种植户给予政策补助和技
术支持，贫困种植户，每棒木耳补贴 1.2 元，一
般种植户，每棒木耳补贴 0.5 元，不限数量，目
前种植规模已达到200万棒以上。

“挂袋”技术
提质增效收入高

作为远近闻名的“木耳小镇”，今年阿尔
本格勒镇的黑木耳产业又添新特色。京蒙帮
扶新建的 14 栋挂袋木耳大棚，不仅让阿尔本
格勒镇黑木耳产业实现提质增效创收，也成
为阿尔本格勒镇乡村振兴蓝图中一道靓丽的
风景。

“虽然去年种过地摆木耳，但挂袋木耳是
第一次养植，在技术上可以说是两眼一抹黑，
多亏我们有一个木耳技术服务微信群，技术
员每天都会在群里及时提醒大家木耳种植技
术和产业发展中的注意事项。”手机的微信铃
声一响，珠日根嘎查的种植户赵国军就知道，
今天给木耳大棚的通风时间又到了。

26 岁的赵国军因为家里耕地面积少被确
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这两年，依托黑木耳
产业，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去
年成功实现了脱贫。今年，除了产业扶贫的
6000 个菌棒，他又自费购买了 2.4 万个木耳
菌棒，全部放在挂袋木耳大棚内集中管理。

大棚内挂袋的黑木耳肥厚鲜嫩，长势喜
人，这让赵国军的信心更足了。“改用挂袋技
术以后，我的 3 万棒木耳比去年地摆木耳能多
赚 1 万多块钱。”每天穿梭于家中和大棚之间
的赵国军喜滋滋地说，今年预计能收获 3000
斤木耳，现在已经采摘了 160 斤，并以每斤 35
元的价格全都卖出。

“为提升木耳质量和单位效益，合作社在
北京市丰台区的大力支持下，投入 84 万元帮
扶资金建设了 14 栋挂袋木耳大棚，进行黑木
耳挂袋培养，这在我们镇黑木耳产业发展上
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指着不远处整齐排
列的木耳大棚，马和平乐呵呵地介绍，每个木
耳大棚面积为 400 平方米，垂直悬挂 2 万个菌
棒，需要 4 个劳动力，这项工作可带动 4 户贫
困户脱贫，挂木耳菌包 28 万袋，需要 56 个劳
动力，可以带动 56 户贫困户发展黑木耳产业。

据悉，建成的大棚产权归属嘎查集体所
有，由合作社统一技术指导，承包给贫困户使
用，每个大棚年租金 3000 元，划入嘎查集体
经济。到了挂袋和采耳繁忙季节，还能带动
贫困户及一般农户就业 500 人次，生产季人
均劳务收入可达到 4500 元。

与马和平的交谈中我们了解到，相较于
地摆种植木耳，木耳大棚挂袋培养具有调控
性强、节省空间、提早上市、降低生产成本等
技术优势，比平地露天培育节省空间 200%以
上，在单位效益对比上可提升 6—7 倍，能够在
有限的土地空间上创造出更大的经济价值。

“这种立体栽培方式不仅能控制光照、温
度和湿度等，还能增加产量，保证品质，而且
采摘方便，使黑木耳提前一个月上市，大大提
高黑木耳产业经济效益。”马和平说，现在有
了挂袋技术，不仅节省土地，更节省了劳力，
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黑木耳的产量，提高
了黑木耳的品质，价格也涨了，从原来的 25 块
钱一斤卖到了 35 块钱一斤。

挂袋木耳不仅成为贫困群众脱贫增收的
优选路，也让阿尔本格勒的黑木耳产业驶向
了提档增速的快车道。

“富矿”深挖
引领产业新融合

阿尔本格勒镇的黑木耳产业发展势头
强劲的同时 ，也 面 临 着 发 展 的 机 遇 和 挑
战。“我种植黑木耳 9 年了，深切地感受到
这项产业发展最大的瓶颈就是销售。”扎
赉特旗阿本黑木耳专业种植合作社理事
长包春杰表示，与其他地区相比，扎赉特
旗仅仅依靠种植和销售黑木耳优势不明
显，要想提升竞争力，就必须有独具特色
的产品打入市场。

看准人们热衷于追求食品营养价值这
一商机，包春杰经过反复研究，将木耳、
红枣经高温处理，再经提取研磨成粉，最
后按一定比例和俄罗斯全麦粉融合，成功
研发出木耳面粉，他的黑木耳实现华丽变
身。

然而黑木耳面粉市场认知度不高，传
统的推广渠道难以在短时间内让消费者认
识了解，为了打造自己的品牌，让所生产的
木耳面被市场所认可，包春杰决定通过做
快餐食品的方式让顾客直接品尝到木耳面
粉制作的美食。“蒙古族的饮食非常适合做
快餐，我们用快餐引流，不仅可以宣传我们
的黑木耳，还可以带动扎赉特旗其他优质
农畜产品的销售。”包春杰说。

如今，包春杰经营的蒙式快餐店可谓
人气爆棚，店里销售的 10 多种黑木耳面粉
制成特色食品，让每一位尝过的顾客都变
成了这里的铁杆粉丝。

“刚开店的时候这里的人都没听说过
黑木耳面粉，没想到大家品尝过第一次后，
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目前在扎赉特旗，
我们的快餐店已经开了两家，第三家也已
敲定，即将开业。”包春杰告诉我们，通过餐
饮提升品牌知名度的效果十分明显，在扎
赉特旗，黑木耳面粉已经受到了当地消费
者极大的青睐，市场反响热烈。黑木耳面
粉的销售额也从 2016 年的不到 5 万元增长
到去年的 200 万元。

对于这一产业未来的前景，包春杰坚
定不移，他告诉我们：“下一步我们要建立
起中央厨房，在扎赉特旗内再建设 10 多家
小区社区店，然后把连锁店开到乌兰浩特，
未来木耳面还将走向全国。”

“如果仅仅止步于种植，还不足以撬动
整个黑木耳产业的发展，为此我们正在以
推动全产业链协调发展、加速黑木耳产业
提档升级为目标，鼓励支持企业进行精深
加工。”扎赉特旗阿尔本格勒镇镇长伊全表
示，阿尔本格勒镇黑木耳专业种植合作社
的黑木耳面粉进一步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
和竞争力，也为全镇黑木耳深加工奠定了
重要基础。

“下一步，我们将在做大做强黑木耳品
牌的基础上，努力发展多类型融合业态，推
进种植与旅游、康养、文化等产业融合，开
发乡村民宿、观光度假、农事体验、乡土美
食等具有独特风格的旅游产品。”阿尔本格
勒镇党委书记史连福说，眼下他们正在策
划如何把黑木耳产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
展，让黑木耳和黑木耳大棚采摘区转化为
旅游优势，让前来观光的游客陶醉在原生
态种植采摘中。

（本版图片由胡日查 施文秀 摄）

贫困户在基地务工实现增收。

白菌棒长出致富“黑金”。

黑木耳迎来丰收季。

珠日根嘎查贫困户正在采摘黑木耳。

地摆黑木耳长势喜人。

致富带头人马和平对黑木耳产业信心十足。

晾晒、分拣黑木耳。

京蒙帮扶新建14栋挂袋黑木耳大棚。

黑木耳产业助推精准扶贫。

神奇木耳神奇木耳 振兴乡村振兴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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