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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培养出第一朵香菇开始算，我已经从事菌
草研究 30多年了，我的‘菌草梦’说到底就是‘生
态梦’。”林占熺说。他希望有生之年，在黄河两岸
筑起千里菌草生态安全屏障，把生态菌业发展成
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

菌草这一新型物种，在福建的实验室里培育
成功，在对口帮扶宁夏脱贫的“战场”上正式亮相，
开启了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造福人类之路。

菌草技术先后被科技部列为“九五”“十五”国
家级星火重点项目，被中国扶贫基金会列为科技
扶贫首选项目，被各地政府列为扶贫开发项目，成
为福建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以及对口帮扶宁夏、
智力援助新疆、对口帮扶三峡库区、科技援藏项
目。目前，菌草技术遍布全国 31个省（区、市）的
500多个县。

同时，林占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的行动也开花结果。他的团队已选育出巨菌
草、绿洲一号等菌草品种，从黄河上游青海贵德到

山东入海口均可种植，并在黄河上、中、下游不同
类型生态脆弱地区创建菌草生态治理示范基地。
他相信，菌草帮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之
后，将为世界大江大河的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早在20世纪90年代，时任福建省领导的习近平
就对菌草技术赞赏有嘉，并亲自“代言”，多次在各
种场合进行推介，尤其是向非洲、大洋洲的贫困地
区宣传林占熺教授的菌草技术。

2021年 11月 19日，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
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忆起20多年前的一件往事。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接待了来访的巴布
亚新几内亚东高地省省长拉法纳玛，“我向他介绍
了菌草技术，这位省长一听很感兴趣。我就派《山
海情》里的那个林占熺去了”。

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位于太平洋西南部的岛

国，也是菌草技术援外、亮相世界的首站。林占熺
说，2000年，习近平与拉法纳玛在福州签署了菌草
技术等技术援助协议，他受命前往巴新，由此开启
了菌草技术援外的新篇章。

2018年，巨菌草在巴新创下每公顷年产鲜草
853吨的纪录。受益的当地百姓把菌草称作“中国
草”，巴新前国防部部长卡拉尼把女儿名字改为

“菌草”，并在报纸上公布，当地很多民众也以“菌
草”给孩子取名。

以巴新为发端，菌草技术从南太到非洲，从南
亚到拉美，再到联合国舞台，开启了造福人类之
旅。因为其在助力脱贫、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
发展方面的贡献，菌草技术成为比肩杂交水稻技
术的中国援外扶贫“金字招牌”，受到热烈追捧。

2017 年，菌草技术被列为中国-联合国和平

与发展基金重点推进项目向全球推广。截至
2021 年年底，菌草技术已传播至 106 个国家和
地区，培训国际学员 1.2 万人次，给当地青年和
妇女创造了数十万个绿色就业机会，为促进当
地发展和人民福祉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发展
中国家普遍欢迎。

2021 年 9 月 2 日，习近平主席向菌草援外
20 周年暨助力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论坛致贺
信。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有关各方一道，继续为
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中国智
慧、中国方案，使菌草技术成为造福广大发展中国
家人民的“幸福草”！

人类命运相与共，天涯处处有芳草。
一株株“幸福草”走向全球，沿途播撒着友谊

的种子，帮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减
少饥饿、促进就业、保护生态，给世界人民带去了
来自中国这个东方国度的温暖和友谊，用博爱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林占熺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张偌大的世界地图，上面用红色五角星标注了菌草技术传播到
的国家和地区，密密麻麻，震撼人心。

他常常站在地图前陷入沉思：“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 9 年了，希望在我有生之年，
让菌草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重要的新型产业，惠及当地人民。”

金秋的北京，阳光灿烂。记者再次连线党的二十大代表、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
学家林占熺，一个感人的故事穿越时空、愈加清晰地向我们走来。

林占熺（左）和刘昌富
验看菌草的生长情况。
（资料图片 由受访者提供）

“幸福草”从西海固走向世界的故事
本报记者 陈 郁

1997年 5月，位于宁夏南部山区的彭阳县迎
来一位风尘仆仆的客人，他叫林占熺，54岁，福建
省农业专家，菌草技术发明人。

与林占熺同行的，还有菌草研发团队的几名
技术骨干。大家带着一个艰巨的使命，肩扛手提
6箱菌草，星夜兼程，赶了2000多公里路程而来。

1997年 4月，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
会议上，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在联席会
议纪要上签字，菌草技术被列入闽宁对口扶贫协
作项目。

林占熺是福建农林大学菌草研究所所长，此
前被评为“全国扶贫状元”。习近平点将林占熺，
希望菌草技术能在宁夏最贫瘠的西海固安家落
户，帮助当地群众摆脱贫困。

当时，由于缺乏经验，且受西海固地区的气
候、土壤条件等因素影响，导致种植的菌草生长缓
慢，他就利用当地玉米芯等农作物秸秆作为培养

基栽培蘑菇，先帮村民富起来。
一个多月前，记者电话连线林占熺的时候，这

位 79岁的老人正在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边缘的
黄河边上考察，抽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菌草栽培蘑菇技术相对简单，村民容易掌
握，最能帮助到贫困群众。”说起那段经历，林占熺
爽朗地笑着说，“那是我第一次去西海固，20多年
过去了，我都记不清彭阳那个村子叫什么名字了。”

林占熺说的那个村，是彭阳县古城镇小岔沟
村，那里的村民们可没有忘记他。

刚到村里做动员时，先有 70 多户村民响应，
最后只有 27户决定种植蘑菇，10 月播种下去，近
8个月时间产了三茬蘑菇，平均收入三四千元，是
他们往年收入的三四倍。一位种植户 50平方米

菇棚的收入要超过他种植27亩小麦。
小岔沟村沸腾了！
64岁的倪忠平就是首批种植户之一，林占熺

团队在推广种菇技术时在他家住过，他清楚地记
得第一次和林占熺的对话。

“你在村里有威望，希望你能带头种。有什么
困难吗？”

“大棚、棚膜、帘子这些投入有政府支持，但购
买原材料的钱不是小数目，很多村民掏不起。”

“这个问题我来协调，跟县上沟通争取贷款。”
“技术上村民掌握得不好，你们走了怕是会出

岔子。”
“我会留下几个技术员驻村指导，有问题随时

找他们，直到你们熟练掌握技术。”

就这样，在彭阳县相关部门的协调、动员
下，一栋栋蘑菇大棚在古城镇小岔沟村、高庄
村，白阳镇罗堡村，新集乡姚河村等地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

在彭阳，林占熺的策略是“集中连片”，把
27 户菇农集中起来一起指导。这里昼夜温差大，
住在菇棚有利于及时发现情况，林占熺就和同事
住在菇棚里随时观察。

1998年 10月，福建农业大学（现为福建农林
大学）向福建省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赴宁夏开展
小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情况汇报》。习近平
专门作出批示，明确提出“菌草是我省之优势”，要
求“扬长避短”，“要做自己‘拿手’的”。那几年，彭
阳的蘑菇品种从平菇、香菇，到双孢菇、杏鲍菇，换了
好几茬，菇农收益也逐年增加。

到 2003年，彭阳县共有蘑菇大棚 1600多栋，
食用菌年产值达到800多万元。

彭阳县的蘑菇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荼，隆德、海
原、同心等宁夏南部山区其他县区的干部群众闻
讯而来，求取真经。

1999 年，在彭阳举办的一次六盘山菌草技
术扶贫培训班，吸引了宁南山区 218 名技术员
参加。很快，菌草种菇技术辐射到整个西海固
地区。

2000年春节刚过，林占熺技术团队的 8位技
术员就从福建来到新集乡蘑菇大棚。菌草种菇技
术大面积推广，但菌种要从遥远的福建运来，成本
居高不下，这次他们要解决菌种本土化的难题，对
菇农包教包会，把全套技术留在这里。

菇棚里空间狭小，他们就在附近的空地上露

天试验，用汽油桶煮小麦、晒干、加入石膏搅拌、装
瓶、高温灭菌、木箱接种……天上飘着雪花，落在
技术员的衣服上、头发上、眉毛上，他们身上很快
就披上一层薄薄的雪衣。

刚从温暖如春的福建过来，还没有适应这里
干冷的气候，有人开始咳嗽，有人边吸溜鼻涕边干
活，有人不停地张嘴给冻僵的手哈气以保持手指
的灵活度，但没有人进棚烤火。

接种时，需要坐在小板凳上，半弯着腰，双手
伸进木箱里，透过玻璃片观察手中菌种的变化，一

干就是一个小时。等一箱菌种接种完，人早就变
成了雪人。

这项工作一干就是一个多月，技术员成功将
全部技术教给菇农。这是一笔不可估量的财富，
造福无数当地百姓。

而那幅雪天接种的画面，已化作一座闽宁协
作的丰碑，被大山铭刻，被干部群众铭记，至今仍
广为传颂。

当时负责接洽林占熺团队的彭阳县科委技术
员米占国回忆起这一幕时，赞叹不已。

据米占国介绍，到 2007 年，菌草技术在西海
固几个贫困县区大面积推广，1.75万户农户参与
生产，兴建菇棚 1.75万栋，年产值近亿元，菇农每
户年均增收5000多元。

“林占熺团队留在这里的，绝不仅仅是一项脱
贫技术！”说到这里，米占国动情了。

他认为，林教授团队留下了一套完整的致富
产业链，当地人掌握之后不再受困于任何技术瓶
颈，自力更生就能脱贫致富；留下了爱拼才会赢的
奋斗精神；留下了改变命运的希望之光。

“他们传递着党的温暖，生动说明了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米占国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说起过
这段往事，影响和鼓舞了无数人。

距彭阳县以北 300 多公里的永宁县闽宁村，
菌草种菇以同样的路径火了起来。

西海固是闽宁村的“娘家”。1997 年 4 月，
习近平第一次来到西海固地区调研，他被这里的
贫困现状震惊了，下定决心推进对口帮扶。在银
川郊区视察时，习近平亲自圈定银川西南玉泉营
一带作为移民村选址，并命名“闽宁村”。1997年
以来，宁夏先后实施 6次大规模易地扶贫搬迁，有
123万多移民群众搬出大山，其中 6.6万人搬到闽
宁村。2001年，闽宁村发展成为闽宁镇。

林占熺团队在彭阳扶贫的同时兼顾闽宁村，
两头奔忙，脚下沾满泥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宁
夏菇爷”。

1999年的一天下午，林占熺偶遇刚从西吉县
搬到闽宁村的村民刘昌富。

“读过书吗？”
“读过！”
“给村里人带个头，种蘑菇，敢吗？”
“敢！”
就这么简单的几句对话，改变了刘昌富的命运。

刘昌富自此尊称林占熺为“老师”，林占熺也默认了
这位宁夏“弟子”。回忆起这段往事，刘昌富激动不已。

在林占熺的支持下，刘昌富带领村里 15户村

民建起 15栋双孢菇大棚。头茬菇过秤给菇贩子，
卖了 800元，刘昌富捏着一沓崭新的 50元钞票，感
觉就像做梦，“几个月前，我连给孩子上学的两块
五毛钱学费都拿不出，借了 3家才凑够。哪知道
一个蘑菇棚轻松挣了800块，谁敢想？”

那一年，刘昌富一个蘑菇棚总共收入7000元，
村里种菇最好的一家收入过万元。

但第二年，林占熺发现报名种菇的人并没有
增多。原来，当地人没有吃蘑菇的习惯，一些菇农
种的蘑菇出现了滞销，他们担心大规模种植会卖
不出去，觉得林占熺团队在坑他们。

有一天，林占熺接到同事的电话，说有人拿着
扁担来了。林占熺说：“赶紧跑，不要被打了！”

后来，当地政府出面协调，打消了菇农的顾
虑。林占熺与村干部沟通后，让助手发“安民公
告”：工作队全部包销，产多少，收多少，当场兑付，
不打白条。他给妻子打电话让给他转账 3万元，
自掏腰包垫付了收购菇农蘑菇的钱。同时，错开
闽宁两地卖菇季，种植南方夏季无法种植的双孢
菇，不但抓住了南方 6月至 10月不产蘑菇的空当，

还吸引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买家。
林占熺回忆，随后几年，种菇的农民由 200户

激增到 1000户，年人均收入不到 300元的农户当
年种蘑菇后，收入提高8倍多。

1999年 10月 2日，闽宁村组织对种植的菌草
进行测产，亩产鲜草 12吨。有位老人编了一段顺
口溜：“菌草，菌草，闽宁草，幸福草，还是共产党
好，还是社会主义好。”

2000年，闽宁村一天出售的蘑菇就达 60吨，
当年的销售额达到 1亿元。那几年，村里家家摊
钱买了钹鼓，在科技工作组回福建过年前，敲钹打
鼓一路欢送，比过年耍社火还要热闹。

后来的热播剧《山海情》，真实还原了这段历
史，而剧中的凌一农教授，原型正是林占熺。

“剧组拍摄之前找过我，从我这里拿走了一些
材料，剧本就是根据这些材料组织的。剧情都是实
实在在发生的事情。”林占熺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

2000年 7月 5日，福建省人民政府举行对科技
人员的颁奖会，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亲自为林
占熺颁发福建省政府授予的一等功荣誉证书。

如今，宁夏的菌草食用菌产业已经告别农户
分散种植模式，实现了工厂化生产。

在彭阳县城阳乡长城塬，坐落着一个占地
300 亩、以生产杏鲍菇为主的闽宁现代循环农业科
技示范园。园区负责人祁登荣说，2021年园区产
值突破了 1200万元，给周边近 50户农户带来超过
300万元的收入。

在闽宁镇闽宁扶贫产业园，占地面积 92亩的
双孢蘑菇工厂化栽培项目，一期年种植销售双孢
菇 1000余吨，销售收入 1000多万元，吸纳劳动力
65人，人均月收入达 2500元至 3000元。二期项目
完成后，产能和收入将成倍增长，从而带动更多附
近村民就业、致富。

2016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时，曾在
闽宁镇原隆村光伏农业产业示范园的蘑菇大棚里
驻足，这里的蘑菇大棚使用的正是林占熺推广的
菌草技术。

看到移民生活过得红火，总书记很欣慰，强调
“闽宁合作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这个宝贵经验
可以向全国推广，做一个示范，实现共同富裕”。

至 2021 年年底，宁夏食用菌总产值 1.93 亿
元，菇农户均每年增收 2万多元，菌草种菇成为百
姓脱贫的重要产业之一。

在林占熺看来，菌草种菇只是农民脱贫的过
渡性扶贫产业，种植菌草及发展配套产业才是改
善生态、实现共同富裕的“利器”。

巨菌草具有较强的分蘖能力，植株高大，抗逆
性强，产量高，粗蛋白和糖分含量高，青贮巨菌草
是牛、羊等家畜枯草季节的多汁饲料，亩产达到
13 吨，是青贮玉米亩产量的三四倍。

“宁夏菌草产业发展呈现‘两条腿’走路的格
局。”林占熺说，目前巨菌草在宁夏的种植面积约
6000亩，其中一半是以刘昌富为代表的“散户”，这
是“两条腿”中的一条。

在闽宁村，刘昌富对发展菌草产业起着“领头
雁”作用，2003年，林占熺便在他的记事本上写下

“发展菌草，永别贫困”8个字。2005年，刘昌富试
种菌草 5亩，作栽培蘑菇的培养基，当年蘑菇收入
3.2万元。从 2019年的 200亩，到今年的 807亩，刘
昌富 3年纯收入超过 200万元。在他的带动下，宁
夏南部山区及银川、吴忠、中卫等部分地区种植巨
菌草，总面积约 3000亩，270多户村民受益，平均
每户年收入近20万元。

迄今，闽宁对口帮扶菌草项目在宁夏 5 个地

市 15个县（区）落地，菌草产业成为闽宁扶贫协作
的重要产业，闽宁协作菌草技术帮扶被国务院扶
贫办列为“东西部协作扶贫典型案例”。

而林占熺说的另“一条腿”，指的是位于石嘴
山市平罗县的菌草科技创新产业园。

园区负责人、盛草（福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严孟文，之前一直在国外做进出口贸易生
意。2020年他回国拜访林占熺，听到了一句足以
影响他一生的话：“我带你去西部，做比在国外赚
钱更有意义的事情。”两人在西部考察一番后，严
孟文决定投身菌草产业。

2021年 4月，全国首个菌草科技创新产业园
落户平罗县。当地政府将其视为助推宁夏农业高
质量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朝阳产业”。

目前，该园区投资 1.5亿元，建成科研楼、养菌
车间、粉草车间、养殖基地、冷库等，正朝着菌草全
产业链条方向发展。

林占熺留下一支技术团队，常年在园区提供

服务工作。在团队成员周兴德的带领下，记者来
到位于平罗县宝丰镇宝丰村的菌草高标准种植项
目示范区。

示范区内的巨菌草郁郁葱葱，不见边际，收
获后将达到 6000多吨，每亩直接效益 4000元。粉
碎后，可“以草代木”培育蘑菇，也可“以草代粮”
饲养家畜，还可“动物、植物、菌物”三物循环改
良生态环境，无处不是宝。经过动物养殖、菌菇
栽培、肥料利用还田，每亩效益可增值到万元
以上。

“这里的巨菌草最高长到 5.26米，创了宁夏菌
草种植的纪录！”周兴德边走边介绍，受气候、土质
等因素影响，巨菌草的物种优势还没有在宁夏完
全体现出来，在温湿气候条件下，它可以长到八九
米高。

周兴德说，袁隆平院士有个“禾下乘凉梦”，其
实林占熺也有个“草下乘凉梦”，他们都有把好物
种“种”向全世界的梦想。如今，林占熺的“草下乘

凉梦”已经在宁夏变成现实。
1997年至今，习近平先后 4次到宁夏视察，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两次视察宁夏并发表重要讲
话，多次对宁夏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擘画了继
续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
裕”美丽新宁夏的宏伟蓝图，赋予宁夏努力建设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时代
使命。

2022年 6月 10日，中国共产党宁夏回族自治
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自治区党委书记梁言顺
作了题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美丽新宁夏壮丽篇章》的报告。报告紧紧围绕
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
谋篇布局，提出打造绿色生态宝地、肩负起维护西
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的重要使命，为菌草产业的
发展提供了更大机遇。

“技术难度低的交给农户，技术难度高的交给
企业，实现双赢。”林占熺期望菌草科技创新产业
园模式成为菌草技术助力乡村振兴的标杆，进而
发展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样板。

解囊济移民 《山海情》真实还原历史

惠泽西海固 雪天接种口口相传

星火渐燎原 “草下乘凉梦”塞上成真

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开幕。这是开幕会前，林占熺代
表接受采访。 新华社发

跨越山海来 6箱菌草点燃星星之火

铿锵出国门 “幸福草”走向“一带一路”

人物小传

林占熺，党的二十大
代表。电视剧《山海情》
中凌一农的原型，被称
作“菌草之父”。10 月
16 日，林占熺亮相党
的二十大首场“党代表
通道”，讲述了闽宁协作

“幸福草”的故事。

记者：您在“党代表
通道”上提到，菌草是闽
宁协作的第一个产业，
帮助宁夏西海固农户摆
脱了贫困，也为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作了贡献。闽宁协作
发展到新阶段，您认为
菌草产业将会在其中起
到怎样的作用？

林占熺：1996 年，
我去山东扶贫的时候，
途经黄河时，看到黄河
断流了，当地老乡赶着
牛羊搬迁。这个场景对
我触动很大，黄河是我

们的“母亲河”，我就想着要为黄河的
水晏河清做点事情。

1997年，我去宁夏实施闽宁菌草
技术扶贫，同时对干旱半干旱荒漠化
地区开展种植菌草的研究与示范。
2005年，在闽宁镇荒漠地种植巨菌草
125亩，每亩产鲜草 10多吨；2020年，
在石嘴山黄河滩盐碱地实施菌草治
理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两个经验，都
为黄河河套地区荒漠化治理、盐碱地
治理和菌草产业发展蹚出一条生态、
经济、社会效益相结合的新路。

闽宁协作新阶段，宁夏要支持建
设菌草良种繁育基地，扩大菌草种植
规模。因为 1亩菌草的产值相当于
3亩青贮玉米，如果能种植 10万亩，就
能为宁夏增加 20 万亩的耕地。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村振兴方面，
鼓励农户种植菌草发展畜牧业，一个
农户种上四五亩巨菌草，养七八十只
羊，每年就能收入十几万元。

记者：作为党的二十大代表，您参
加这次盛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建议？

林占熺：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
这次还会提一些跟菌草有关的建议，
推动菌草从最初的“以草代木”拓展
到新领域。

农业上，从“以草代木”栽培食、
药用菌拓展到“以草代粮”“以草代
畜”；工业上，拓展到生产物质材料，
开发发电、造纸、制板材等领域的新用
途；生态上，从1997年开始，我和我的
工作队到宁夏开始实验，探索“以草
代木”栽培食、药用菌，从根本上解决
了菌业生产与林业生态平衡之间的
菌林矛盾，是菌业生产不受林木资源
制约可持续发展的一条新路，为改善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提供了科学依据。

黄河清，天下宁。我希望在有生
之年能为建设黄河千里菌草生态安
全屏障和菌草新型产业高质量发展
作出更大的贡献。

记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了共
建“一带一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内
容，请结合菌草产业谈谈您的看法。

林占熺：菌草产业是一个高产、
优质、生态、安全的新型产业，对我们
人类的衣食住行都能起到积极作用，
对水土流失治理、荒漠化治理也能起
到非常好的效果，是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朝阳产业。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我们就
开启了菌草援外的道路，现在已经把
菌草种到了 106 个国家和地区，几十
万人参与。但全世界几十万人是远
远不够的，接下来就是要深入交流合
作，加快菌草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种植
的步伐，让这一新兴产业惠及几千万
人、几亿人。

我希望能坚定不移地推进菌草
技术在全球的推广发展，以“发展菌
草业、造福全人类”为宗旨，为落实促
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助力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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