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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回龙湾山场，林木葱茏，空气清
新。走近一根横在地面、约 10 米长的腐木
前，吴兴龙用脚踩住木头，手起斧落，在树皮
上依次剁出斧痕，落斧深度、间距恰到好处，

“800 多年前，我们的先民无意中发现空气
中弥散的真菌孢子，驻留在朽木刀痕上能长
出香菇，经过屡次试验，逐渐探索出‘剁花
法’香菇栽培技术。”

作为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五大堡乡回龙
湾山场的菇农，吴兴龙对祖先流传下来的剁花
法香菇栽培技术引以为傲，“这是庆元‘林—菇

共育技术’中最传统的生产方式，沿用至今。”
吴兴龙介绍，用这种方法培植的香菇，

纯天然、无污染、口感好，而适当间伐枝叶繁
密、遮挡其他树木生长的老树，能为更多小
树生长腾出空间。山场里丰富的菌菇资源
使砍伐后的枯木加速腐烂，增加土壤有机
质，又为森林更新提供肥力。

林生菇，菇养林，林菇共育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数百年来，庆元人合理利用森
林资源发展食用菌产业，从剁花法到段木法
再到代料法，食用菌栽培技术不断演化升

级，形成了以“林—菇共育技术”为中心，森
林保育、菌菇栽培、农业生产有机融合的山
地农林复合生产系统。2022年 11月，“浙江
庆元林—菇共育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
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2022年 7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致贺信时强调，人类在
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璀璨的农耕文明，保护农
业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责任。中国积极
响应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倡议，坚持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

不断推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实践。
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林菇共

育带来新变化：2022 年，庆元县活立木蓄积
量达到 1697 万立方米，较 10 年前增加 851
万立方米，林菇共育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90%
以上，生态环境和物种多样性得到有效保
护。全县食用菌产业产值达 50 亿元，较 10
年前增加 34亿元。

古老的农业文化遗产中蕴藏着哪些奥
秘？在传承保护中又有哪些新发展？近日，
记者走进庆元县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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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传承
以剁花法为代表的传统

栽培技术，实现森林保育与
菌菇栽培的和谐共生，具有
独特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

雨后的回龙湾山场，雾霭渐渐退去，

一缕缕阳光透过层层密林洒向大地。吴

兴龙像往常一样，拿着斧头上山了。

记者紧随其后，沿山中溪水溯流而

上，前往海拔 500 多米的剁花法香菇栽

培示范基地。年近七旬的吴兴龙步伐

平稳，边走边介绍：“我们在基地用剁花

法培植香菇，产量虽不高，但品质很好，

等会儿上山就知道了。”

山行约 1小时后，一座简易木屋映入

眼帘，屋内放着木床和烘干香菇用的架

子。木屋被当地人称作“菇寮”，既供菇农

种菇时居住，也兼具烘干香菇的作用。

菇寮不远处，几根 20 多米长的

木头横在地上，上面布满青苔，一

道道斧痕中已长出大小不一的香

菇。“这就是通过传统的剁花法生

长出来的香菇，色泽亮，个头大，

营养价值高。”吴兴龙熟练地用

手 轻 轻 一 摁 ，香 菇 便 被 采 摘 下

来，将其捧在掌心，混合着清新雨

露，散发出阵阵清香。

“森林中的天然孢子在斧痕中

萌发，逐渐在树皮内形成菌丝，再经

过两年多生长，最后长成香菇。”吴兴

龙边说边演示，“这听起来简单，操作起

来可不容易。就拿‘剁花’来说，斧面要

与木头表面垂直，每隔三四寸剁一个划

口，不同树种，划口的深浅、方向、疏密

等也不一样；相同树种，老树、空心树、

烂心树等要剁得稍深一些。剁得不好，

香菇就长不出来。”

“菇农间流传着‘枫树半粒米，橄榄

洋钱边’的谚语，意思是要剁到半粒米

或一块银圆边的深度。”吴兴龙比画道，

“每一次挥斧，力道都要把握精准，有些

树种剁的深度需精确到毫米。”

剁花法培植香菇，包括选场、做樯、

剁花、遮衣、倡花、惊蕈、采菇、焙菇等 8
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讲究。”吴兴龙

介绍，“拿‘做樯’也就是选树除杂枝来

说，制菇一般常用树龄长的栲树、枫香

等，伐木作业时要先剔除枝丫，防止树

冠倒下时压损幼树，同时让菇木充分接

触地面，吸水保湿。”

每年立冬后到次年清明是山里种

菇的好时节，吴兴龙常会在这时外出种

菇，既为扩大种植规模，也能把种菇技

术带出去，“我 16 岁时就跟着人种菇，冬

天进山，春天出山，一待就是好几个月，

长年累月，练就了现在的手艺。”

不准用毒药、不准用鸟枪、不准杀

生，进入菇山“三不准”的规矩，吴兴龙

始 终 铭 记 于 心 。“ 香 菇 培 植 、生 长 过 程

中，要严防森林里的鼠类、鸟类等偷吃、

啄食。除了加强巡护外，我们还常把浸

润了牛油的猪皮挂在树上，用猪皮散发

的异味驱赶食菇动物。”吴兴龙说。

“尊重生态，保护生态，始终坚持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与记者同行的庆元

县食用菌产业中心主任叶晓星说，这是

菇农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的自觉坚守，

也 是“ 浙 江 庆 元 林 — 菇 共 育 系 统 ”的

要义。

“菇 农 世 代 传 承 的 剁 花 法 栽 培 技

术，在 800 多年的生产实践中与大自然

达 成 了默契，坚 持‘ 伐 大 留 小 、伐 密 留

疏、间伐取材、轮换迁场’，合理控制采

伐强度，推动实现可持续经营。伐倒的

菇木不搬出山林，就地腐烂，为林木再

生长、森林更新提供肥力。”叶晓星说，

“以剁花法为代表的传统栽培技术，实

现了森林保育与菌菇栽培的和谐共生，

具有独特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

技术创新
从剁花法、段木法再到

代料法，形成食用菌栽培技
术完整演化链，推动生产与
生态协调发展

走进回龙湾山场的另一片密林，不

时可见整齐堆放着的一根根 1 米左右的

木段。木段上，菇农先前凿下的一个个

小孔内冒出了不少香菇。

“这是采用段木法栽培香菇。”吴兴

龙向记者讲解段木法栽培技术：将木材

截成 1 米左右的木段，放至半干后打上

洞眼，按照“井”字形堆放，再将食用菌

菌种植入打好孔的段木穴中，用石蜡、

树皮等封口，并在菌丝生长过程中定期

由内向外、自上而下翻转……

“剁花法属于天然栽培，香菇生长周

期在两年以上，后来发展的段木法属于

‘半自然’生产，在人工介入下次年就能生

菇，产量是原来的 2至 3倍。”叶晓星说。

不用在整根大木上培植，段木法的

发展创新，让当地越来越多的菇农可以

走出深山，在日照充足、空气流通的场地

养菇。生产规模、产量都扩大了，但取之

于林、用之于林的理念始终没变。

“我们避免砍伐珍稀树种，坚持砍伐

量少于生长量的原则，多选择长势较差或

利用价值较低的空心树、烂心树，砍伐时

把树木砍口斜着砍成锥形，以便新的枝叶

萌发。”吴兴龙说，砍下的段木能重复使用

好几年，腐烂后还能用作肥料还山还林。

不只段木法，庆元县坚持在守正创

新中发展，这些年不断涌现出新的栽培

技术，形成从剁花法、段木法再到代料

法的食用菌栽培技术完整演化链。

寒冬时节，记者走进位于屏都街道蔡

段村的宏鹏家庭农场食用菌生产基地，工

人们正忙着挑拣新鲜的香菇。“天冷，菌棒

一定要控制好温度和湿度。”农场负责人

胡惟鹏换上工作服，套上雨靴，走进菇棚，

仔细叮嘱工人们制菇的注意事项。

与许多庆元人一样，胡惟鹏家是

世代菇农。耳濡目染，上世纪 80 年

代末，当时不到 20 岁的胡惟鹏便开

始种香菇。不同于祖辈，他现在使

用更多的是代料法栽培技术。

“和剁花法的自然生产、段木法

的‘半自然’生产不同，代料法更像是

‘仿自然’生产。它以木屑、秸秆等为主

要 原 料 配 制 培 养 基 ，以 此 代 替 传 统 木

材。”胡惟鹏说，“培养基养分一年内能基

本消耗完，生物转化率达到 90%以上，有

效提升了香菇生产的效率和产量。”

不仅如此，菌棒制作、接种、出菇管

理、采摘等环节对环境和劳动力的要求

也大大降低。“以前多是青壮年劳动力

进山种菇，现在妇女、老人都能参与，在

家门口就能种。”胡惟鹏说。

新技术，是传统技艺的延续发展。

胡惟鹏带记者参观农场搭建的现代化

菇棚，“菇棚的部分设计灵感源自剁花

法中‘遮衣’的技术环节。”

“孢子生长喜欢阴凉环境，所谓‘遮

衣’，就是把树枝、树叶等覆盖在菇木上，

防止阳光暴晒。”胡惟鹏说，“我们在菇棚

顶搭设一块遮阳板，根据温度、光照随时

调节倾斜度，就是更好地发挥‘遮衣’作

用，为香菇生长提供更适宜的环境。”

新技术，也秉持着生态环保理念。

“我们生产的菌棒以木屑、麦麸、少量石

膏粉为主要原料。”胡惟鹏介绍，制作木

屑所用的木材是由本地农户从阔叶林中

间伐而得，砍伐的区域、时间、数量严格

按照相关规定，由县林业局统一审批。

菌棒生产的厂房里，灭菌灶、装袋

机、蒸汽炉等设备高速运转。从拌料、

灭菌、打孔到接种，菌棒生产的各项工

序均实现了标准化、自动化。厂房外，

工人们对产出的菌棒有序进行覆膜、倒

垛，一根根套着香菇菌袋的灰白色菌棒

被整齐摆放在放置架上。胡惟鹏告诉

记者，随着机械化水平的提升，食用菌

生产已逐步迈向标准化、规模化，“农场

日产菌棒约 5 万个。”

大量使用塑料制作的香菇菌袋，会

不会带来污染？

叶晓星介绍，庆元县近年来设立专

项资金，用于支持食用菌标准化、规范

化生产，建立完整的回收机制，定期安

排专人回收菌袋。“目前，用户购买一个

菌袋 1 角钱左右，我们回收的价格是一

个菌袋 4 分钱，既可以防止污染，回收后

的菌袋加入部分新原料，又可以制成新

的菌袋，实现了废料再利用，产生新的

经济效益。”

“为守护好‘浙江庆元林—菇共育

系统’这一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我们始

终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推动生

产与生态协调发展。”叶晓星介绍，林菇

共育区森林覆盖率多年来保持在 90%以

上，2022 年全县食用菌生产量达到 1.25
亿袋，食用菌关联产业从业人员达 7 万

多人，菇农年人均产值约 4.7 万元、年人

均收益约 3.1 万元。

实践拓展
林 生 菇 、菇 养 林 ，促 进

森林保育、菌菇栽培、农业
生产有机融合，延展山地农
林复合生产系统

在位于庆元县荷地镇黄沙山的伟

青家庭农场夏菇种植基地，菇棚里工人

们正忙着接种菌棒，来自丽水市的直播

团队则在跟拍生产过程，为夏季出菇预

售带货……

85后吴飞伟是基地负责人，与传统种

植方式不同，他利用当

地生态资源优势栽

培 反 季 节 香 菇 ，

“冬天一般是香

菇的采摘旺季，

我们把基地选

在黄沙山海拔

约 1000米的区

域，利用低温、阴

凉的环境优势，

冬季接种，夏季出

菇，弥补了市场空

当，提高了经济效益。”

记者跟随吴飞伟攀登黄

沙山，来到千亩高山茭白种植

基地，层层叠叠镶嵌在山间的梯田映入

眼 帘 ，与 灰 瓦 白 墙 的 农 家 房 屋 相 映 成

景。“到了春耕时节，香菇菌棒剩余物是

梯田茭白的天然有机肥。茭白成熟后，

茭白叶能做成青贮饲料喂养牛羊，牛羊

粪便又能还田还林，形成良性的生态农

业循环系统。”吴飞伟说。

在庆元县，许多村落依山傍水，潺

潺溪流提供农业生产所需的水源并调

节水文气候，独特的山地生态资源为食

用菌栽培提供良好的自然条件。沿山

坡等高线，村民们在森林与村落间的平

缓坡地因地制宜修筑少量梯田，种植蔬

菜粮食，扩大农业生产又保持水土，菌

物生产废料也实现循环利用。

“不只是林生菇、菇养林，坚持在保

护中发展的理念，村民在生产实践中创

新发展了以‘林—菇共育技术’为中心，

森林保育、菌菇栽培、农业生产有机融

合的山地农林复合生产系统，在更大层

面丰富拓展了‘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

统’这一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与外

延，推动形成森林、梯田、村落、河流和

谐共生的生态景观。”叶晓星说。

这样的生态景观，提升了生产效益，

推动了农旅融合。地处庆元县东部的贤

良镇，群山起伏，层峦叠翠，曲折绵延的

梯田风光随处可见，生态循环农业搞得

风生水起。在镇里岱头林场一片占地 60
亩的竹林中，一段段 1 米多长的木头整

齐摆放。竹荫下，红褐色的菌菇冲破木

段表皮，细长的菌柄撑起圆圆的伞盖，将

森林景观点缀得更加丰富多彩。一些游

客驻足参观，了解段木法香菇培植工艺。

“虽然过去在菇棚里见过人工栽培

的香菇，但没想到这么普通的木头，能

长出这样饱满的香菇，用剩下的废木、

产生的菌渣还能还林还田，真长见识！”

第一次来贤良镇，福建游客陈庆茹倍感

新鲜。

山地农林复合生产系统，带富了贤

良镇。镇党委书记李一娇介绍，镇里开

设了 20 多家民宿、农家乐、特产店，村民

实现家门口就业，2022 年全镇生态农产

品销售额达到 460 多万元。

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近

年来，庆元县精心打造林菇共育文化体

验之旅等 10 条旅游线路，不断释放农业

文化遗产的衍生价值。县文化和广电

旅游体育局局长叶其娇介绍，2022 年，

庆元县森林景区接待游客约 113.5 万人

次，旅游收入达 15 亿元。

协力守护
培 养 香 菇 种 植 人 才 队

伍 ，保 护 传 承 相 关 特 色 文
化，赓续农耕文明

身着劳动服饰，30 多位制菇师傅挥

动斧头，在 8 分钟的规定时间内，一边

现场“剁花”，一边讲解剁花法传统技艺

的操作要点、对林菇共育的个人理解。

台下评委根据选手操作规范、剁花质量

以及对传统技艺的理解诠释，现场评

分，授予前六名“菇乡工匠”荣誉称号。

县里举办的这场“‘菇乡工匠’技能

擂台赛”，虽已时过两年，百山祖镇龙岩

村村民吴义伙仍记忆犹新。

在这场擂台赛上，年过花甲的吴义

伙摘得“菇乡工匠”称号。随之，十里八

乡都知道吴义伙种菇技术好，他用传统

剁花法栽培的香菇受到市场欢迎。

“参赛前，我种的香菇烘干后一般卖

200 元一斤，现在一斤最贵能卖 600 元。”

吴义伙感慨，“这不只是因为自己的技术

提升，栽培出的香菇品质好，更得益于县

里对剁花法等传统技艺、对林—菇共育

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与宣传推介。”

庆元县食用菌产业中心总农艺师叶

长文介绍，县里每年都会通过举办“‘菇

乡工匠’技能擂台赛”、开设培训班等多

种形式，持续培养香菇种植户。截至目

前，庆元县已培育 1 万多名拥有专业知

识、丰富经验的香菇种植户，他们在浙

江省内外栽培香菇，传承剁花法、段木

法、代料法等技艺，也为 20 多个省份的

菇农提供技术指导与支持。

在回龙湾山场，县里还建设了 1200
亩的剁花法栽培示范基地，聘请香菇种

植 能 手 在 基 地 开 展 技 术 示 范 、技 艺 展

示。在全县家庭农场等设立 130 多个示

范点，对保留使用剁花法技艺的种植户

给予一定补助。

“ 多 措 并 举 培 养 香 菇 种 植 人 才 队

伍，既为延续传统技艺，让活态的农业

文化遗产成为农民增收来源，更为在一

代代菇农中传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理念，指导现代农业生产生活实践，赋

予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新的时代价值。”

负责剁花法栽培示范基地选址建设的

庆元县政协副主席吴小军说。

传承数百年的“浙江庆元林—菇共育

系统”，在保护利用中还形成了菇民戏、香

菇山歌、香菇功夫等丰富多彩的地方特色

文化。记者初见庆元县二都菇民戏剧团

团长杨香珍时，她正带着演员们在县文化

馆排演菇民戏。大家身着戏服，手持道

具，唱腔高亢，旁白里带着特有的庆元乡

音。“菇民戏唱出了菇民故事和庆元民俗，

我们要把它好好传承下去。”杨香珍说。

为抢救菇民戏剧本，师从菇民戏老

艺人的杨香珍曾走访了庆元及周边的多

个县区，用录音机一一记录下老艺人们的

唱词曲调，回家后再一一整理成文，迄今

已收集了 200 多部剧本。这些年，她又带

着剧团开展了 40 多场送戏下乡文艺演

出，定期在县实验小学开展送戏进校园

活动，培养了不少小戏迷，“有的学生升

学后还联系我们，想继续学唱菇民戏。”

“这些年，县里持续推动菇民戏、香

菇山歌等进校园、进课堂，定期开展香

菇文化节活动，建设了香菇博物馆、香

菇主题公园等。”叶其娇说，“在相关特

色文化的保护传承中，越来越多的人走

近林—菇共育系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

到这一农业文化遗产的魅力，不断深化

对‘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解。”

“菇民出外去蕈山，南山走到北山

回……”采访结束后，杨香珍向记者一

行唱起剧团新创作的《菇山谣》。她打

算把这部戏带到乡村、送进校园，“唱出

庆 元 菇 农 的 勤 劳 ，唱 出 传 统 技 艺 的 神

采，乡亲们、孩子们一定会喜欢。”

图①：采用剁花法栽培的香菇。

姚 卡摄

图②：回龙湾山场菇农吴兴龙采摘

香菇。 童晓峰摄

图③：庆元县梯田生态景观。

范敏姿摄

图④：庆元县商家打包香菇年货。

图⑤：庆元县商家直播推介香菇年

货产品。

图④、图⑤为童晓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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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庆元县食用菌产业产值10年增加 34亿元，活立木蓄积量增加851万立方米

林菇共育，实现林生菇、菇养林
本报记者 江 南 窦瀚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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