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清，延边州脱贫任务最重的
县。

自 1994 年被确定为国家级贫
困县，这个典型传统林农县份和老
少边穷地区，贫困帽子一戴就是26
年。

这顶穷帽子，戴着不好看，想
摘很难办。2015 年底的统计数据
显示，汪清县有贫困村74个，贫困
人口 22759 人。为此，汪清人想了
不少好办法，做了很多实在事儿。
在 2020 年 4 月，他们终于一甩手，
把这顶穷帽子抛在了历史的记忆
里。

汪清县的脱贫故事很精彩。
其中最打人的要数“黑牡丹”的故
事。汪清人口中的“黑牡丹”，就是
木耳。这是汪清县的一张名片。

全县 9 个乡镇，有 5 个黑木耳
专业镇、121个种植村。近年来，通
过能人带农户、先富带后富、老户
带新户，汪清县有4万余人从事木
耳相关产业，带动9000多户、约1.6
万人实现脱贫。黑木耳栽培总量
已达到 6.5 亿袋，产量 3.5 万吨，产
值34亿元。

中国木耳看东北，东北木耳数
汪清。怒放的“黑牡丹”，成了汪清
人的致富花，也是小康花。

小木耳托起村民们的“增收梦”

“观赏”汪清的“黑牡丹”，一定
要到鸡冠乡看一看。那里有50 年
的木耳种植历史。

一路上，田间地头、房前屋后，
不时可见一栋栋木耳地棚，朵朵身
披“黑蓑衣”的黑木耳沐浴在阳光
下，焕发出无限生机。

“4000 多万元的投资，我们建
了 5 座菌包厂、5 个育菌室、4 个规
模化种植基地、3 个标准化定值车
间……”鸡冠乡乡长郑木红的介绍
滔滔不绝。她告诉记者，鸡冠乡现
如今黑木耳的年产量有6000万袋，
产值达到 2.4 亿元，这一产业让全
乡百姓年人均增收1万余元。

面对记者，聂淑花边说边笑。
曾经是贫困人口的她，现如今在鸡
冠乡木耳种植基地打工，一天能挣
120元。

几年前，在聂淑花的脸上可难
寻这样的笑容。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但在汪
清，“八山一水半草半田”的特殊地
貌，使汪清县的农业发展受到极大
限制。

“村里地少，一家平均也就两
三亩，早些年基本种些黄豆、玉米，
刨去种子、灌溉、施肥等费用，基本
剩不下几个钱。”说起鸡冠乡以前
的苦日子，郑木红感慨良多。

穷则思变。汪清人因地制宜，
继承历史传统，大力发展黑木耳产
业，于是，经历了从 19 世纪中叶开
始的“靠天生耳”到20世纪70年代
的“人工栽培”，从椴木栽培、袋料
栽培、单片黑木耳生产到如今的

“小孔出耳+棚架晾晒”的生产工

艺，汪清黑木耳产业
不断发展壮大。

然而，汪清县的
黑木耳产业发展并
非一帆风顺。

尽管木耳产业在
群众中认可度很高，
但以往一家一户分
散经营，均采用小作
坊模式，出产的木耳
量小，质量也参差不
齐。“老百姓自己做
的菌包成活率低不
说，销路也成问题。”
郑木红说。

为了破解这一难
题，汪清县从“建标
准”入手，先后在全

县各地建起了52家标准化菌包厂，
实行制袋、灭菌、接种、养菌一条龙
式的菌包生产培养，大大提高了菌
包成活率。

菌包的问题解决了，汪清县还
引进科研力量，不断开发、优化菌
种，使木耳的标准化生产体系更加
完善。

顺势而为，汪清又使出“绣花”
功夫打造黑木耳产业链，帮助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捧上了金饭碗。“以
前种木耳有两怕：一怕培育菌种失
败，二怕价格大起大落。现在大家
都在农场干活，还有一条龙式的生
产、销售服务，每个月收入也很稳
定，没有什么风险和压力。”农场里
像聂淑花这样的贫困人口还有很
多，她们都成了木耳栽种的农业

“老手”，在木耳的产业链上摆脱了
贫困。

“多镇一品”“数村一业”成支柱

汪清县地处长白山林区，毗邻
日本海，受西伯利亚气候和太平洋
季风影响，空气湿润，昼夜温差较
大，属典型的冷凉气候。这样的地
理特质，生产出来的黑木耳胶质
厚、有弹性。且森林覆盖率达到
88.79%，为黑木耳生长提供了得天
独厚的条件。

天时、地利与人和，汪清“黑牡
丹”绽放得越加艳丽，17 家省州级
重点龙头企业覆盖之下，已经形成
产业集聚效应，相关产品辐射至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一排排现代化的菌房、一间间

规范化的车间，整齐地矗立于山水
之间。这里，便是国内木耳从业者
人尽皆知的桃源小木耳产业园。

园区内，自动上下架机、无人
AJA 叉车……一台台设备，实现了
生产机械化，将工人从繁重的劳动
中解放出来。

“菌包的培育需要一定的技术
含量，这可能不是普通农民可以做
到的。”公司经理文铁柱向记者介
绍，比起以前“小弱散”的菌包培
育，机械化、集中化生产不仅通过
减少人工接触提高了“菌宝宝”的
质量，更为菌家们提供了更优质的

“致富种子”。
作为汪清县重点打造的扶贫

项目，产业园雇用了20多名贫困人
口。另外，企业每年按6%的比例上
交收益，让群众们共享红利。

生产线上，实现了脱贫的闫翠
莲正忙着挑拣木耳进行分类。她
告诉记者：“自从进厂工作，我们天
天跟城里人一样，准点上下班，手
中有钱了，生活条件也好了，想吃
什么就吃什么！”

“作为汪清县黑木耳的龙头企
业，我们要起到黑木耳产业扶贫

‘压舱石’的作用，全力引导贫困户
在脱贫的基础上实现致富。”文铁
柱说，“除了分红，还有扶贫车间，
上个生产季节共雇用村民和建档
立卡贫困户120人参与菌包生产及
采摘，人均增加收入4000元。”

一片片黑木耳被端上全国餐
桌，那么生产木耳的菌包去哪儿
了？为了保护绿水青山，汪清县把
菌包回收当成大课题，在2016年引
入上海一家企业，建设木耳菌渣再
生资源工程项目。

在汪清环恳生态科技有限公
司的车间，每年有20万吨废弃菌包
经过处理后进入化肥池，被制成花
卉、人参的肥料销往各地，销路十
分紧俏。

随着一些生态环保项目落地，
这个长白山下的“木耳县”已形成
集研发、生产、销售、加工、废弃物
处理为一体的生态循环产业链，菌
包培育、菌质检测、菌类种植、菌袋
回收……完整的木耳产业链不断

成熟。

方寸直播间卖出大效益

“直播间里的家人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汪清县第一书记协会直
播间。真品真事真实惠，代言产品
靠得住，汪清味道，绝对劲道！”

今年5月22日以来，汪清县第
一书记协会的第一书记们，每天晚
上都会轮流在直播间内为扶贫产
品带货。今天轮到了协会会长、罗
子沟镇西碱村第一书记任义。

一串开场白后，任义直奔主
题：“中国木耳看东北，东北木耳看
汪清。我们这款黑木耳，是喝着山
泉水长大的。大家看看，这木耳一
面黑一面是毛茸茸的青瓦色，品质
非常不错。泡发率达到了 1:12 左
右，可谓性价比很高，喜欢的家人
们可以在链接下单了!”

随着任义精彩的推介，系统显
示已有15人正在购买。

这样的直播，第一书记们每天
至少要做4个小时。“产品主要来自
贫困户家种植的各类果蔬和扶贫
企业生产的扶贫产品。”任义说。

夜以继日，在第一书记的平台
上，汪清扶贫产品逐渐有了好的口
碑。黑木耳、罗子沟粉条、铁锅炭
火瓜子、大坎子村干豆腐、拌饭酱
……这些扶贫产品成了平台上的
热销货。

“直播间虽小，却连通世界。
汪清黑木耳等扶贫产品被越来越
多的消费者认可。开播至今，线上
线下销售额达到40多万元。”任义
告诉记者。

汪清县与时俱进，依托全国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建成 1
个县级电商综合服务中心、4 个镇
级和 100 个村级电商服务站，在淘
宝、京东等电商平台开设汪清扶贫
馆，全面形成“龙头电商管营销、服
务站点管收购、贫困群众管种养”
发展格局。

2019 年全县网络零售额实现
4.3亿元，其中农特产品1.28亿元。

经过几年攻坚拔寨，汪清人民
实现小康之梦指日可期。如今的
汪清，正以乘风破浪之势，愚公移
山之志，朝着幸福美好新生活挺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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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清

最美不过“黑牡丹”
□ 吉林日报记者 栾哲 赵广欣 杨悦 邹鹏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