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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县首富村，“香菇娘子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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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菇年产值 2000 万元，欧美也成这小村庄的大市场

农田里一排排整齐划一的
大棚，家家户户的门口都摆放
着一大堆的碎屑……1 月 14 日，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一走进湘
潭县八角村，这些看上去有点
不知为何物的“风景”便映入
眼帘。经过询问才得知，大棚
是香菇种植园区，碎屑是种植
香菇所需的原料。

“这可是我们村独特的风景
线 呢！ 你 可 别 小 看 这 些 大 棚，
它是我们村里的聚宝盆。” 八角
村村支书冯应龙称，一亩地的
香菇如果是 4 层立体种植，年
产值可以达到 16 万元，利润将
近 10 万元。

八角村从 2001 年开始种植
香菇，经十几年发展，如今已
成为国家级香菇标准化种植示
范区。八角村香菇产业的年产

值也达到了 2000 万元。
    在八角村的村支部里，

记者看到了挂在墙壁上的众多
牌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先
进示范村、巾帼示范村、湘潭
大学产学研合作基地、湘潭县
大学生创业基地……而不久前，
他们还拿到了“移动式食用菌
培育方法及其装置”的国家专
利。

说到八角村香菇产业的迅
猛发展，冯应龙颇有感慨：“这
多亏了村里的妇女同志们，如
果没有她们，村里的香菇产业
就发展不起来。香菇产业是八
角村的支柱，而她们是香菇产
业的支柱，村里香菇种植和管
理人员 90% 以上都是妇女。”

香菇种植给村里带来源源
不断的财富的同时，也改变了

村里的生活模式——过去，八
角村的青壮年男女都选择外出
打工，村里的空巢老人、留守
儿童很多。现在，男人们外出
打工，妇女们在家种香菇。有
妇女们留在家里照顾老人、孩
子，男人们外出打工也安心多
了。

近年来，八角村先后获得
了湘潭市和湖南省的“巾帼示
范村”荣誉称号，成为全省闻
名的“巾帼示范村”。

这些荣誉带来了一系列的
连锁反应，妇女们种植香菇的
积极性更高了。而在种植香菇 6
年后，八角村的致富模式也被
媒体发现，很多报道称该村为

“湘潭县首富村”。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旦

“过去以‘四条腿’的（猪）为主，后来是‘两条腿’的（鸡、鸭），现在是‘一条腿’的，收入反而越来越高，一年赚个五六万元没问题。”
这是湖南省湘潭县石潭镇八角村村民对外人常说的一个段子。2007 年，八角村就被媒体称为湘潭县首富村；2010 年，该村被评为湖南
省“巾帼示范村”。如今，该村一年可创造 2000 万产值。而打造这一切的主角正是八角村人引以为豪的“香菇娘子军”。 

八角村的香菇产业快速发展
同时，困难也出现了。种植香菇
必须要用到木屑作为养料，可全
村几百亩的香菇所需要的木屑湘
潭县是远远供不应求的。为了寻
找到合适的东西进行替代，村里
的妇女们得闲的时候就会找资料，
和专家“策”。经过和专家讨论分
析后，她们提出了一种可能性——
用莲壳代替木屑。

湘潭县是全国有名的“湘莲
之乡”，每年加工莲子要产生 2.5
万多吨莲壳。从 2011 年初起，湘
潭县八角香菇专业合作社与湘潭
大学化工学院合作，开始研究尝
试用废弃的莲壳来培植香菇，收
到了奇效。这些以莲壳作培养料
的菇棒养分更高，能够长出更多
的香菇。

在八角村的巾帼香菇示范区
里，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看到，大
棚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立体的 4
层香菇棒，每一个香菇棒上簇拥
着很多鲜嫩的香菇。冯应龙告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常规的香菇
棚是平着摆放一层香菇棒，每亩
最多摆放 1 万个香菇棒，经过改良
后的香菇棚采用的是立体 4 层栽
培，于是产值跟着翻了几番。“这
个创意也是村里的妇女发散性思
维的结果。”冯应龙说，“妇女们的
智慧可不能小看，虽然她们没读多
少书，对于技术方面的东西也不是
很懂，但她们有时候想出的点子让
专家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李彩霞现在是香菇合作社的
技术顾问，平时菇农有什么不懂
的地方她都会进行指导，所有的
培训、学习资料的发放等也都是
她负责。2012 年，她在北京参加
农家女学校培训期间，看到很多
人的阳台上都摆放着盆栽，于是
突发奇想，觉得把香菇放到盆景
里种植市场空间很大，因为现代
人越来越注重食品的健康、绿色，
如果能自己在家种植香菇，那消

费者肯定会很喜欢。经过多次的
实验，这项技术终于在 2013 年获
得成功，并拿到了国家专利。

在克服了一系列的技术困难
后，八角村的香菇产业发展迅猛，
不少周边村民纷纷加入合作社。
根据初步统计，到 2013 年底，带
动周边村民近 200 户；香菇种植
面 积 370 亩， 年 产 量 3000 余 吨。
如今，八角村种植的香菇供应长、
株、潭等地的连锁超市，并远销
上海、广东、香港，甚至通过代销，
把欧美等国外也变成了这个小小
村庄的大市场。

村支书冯应龙很骄傲地告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八角村的人
均年收入在六七年前就已经突破
一万，2007 年，不少媒体称八角
村为 “湘潭县首富村”。冯应龙算
了一笔账，即使不搞 4 层的立体
种植，今年香菇的亩产值是 5 万元，
利润至少可以达到 3.5 万元。而一
个男人外出打工一年到头也就能
赚 3 万元左右。女人在家种两亩
香菇的收入是男人外出打工收入
的两倍。

今年种植了一亩香菇的村民
唐慧希告诉记者：“我虽然只是传
统的种植，没有搞 4 层立体种植，
但扣除成本，也赚了约 3.6 万元。
原先我老公到外地打工，一年赚
回的钱也就 3 万元。”湖南省县城
经济研究会的数据显示：2012 年，
湘潭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10282
元。同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为 7440 元。唐慧希还表示，
如果能够承包到土地，她个人也
打算扩大种植面积。 

种植香茹给村里的妇女们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而在物质
生活的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她
们的精神生活也变得更加多姿多
彩。妇女们自发成立了文艺宣传
队，跳舞、唱歌、扭腰歌，曾多
次参加县里和市里的文艺表演，
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种一亩香菇，利润近10万元

“种植香菇，现在当然给我
们大家带来了不错的收入，甚
至 我 们 村 也 顶 着 很 多 的 荣 誉。
但在 2001 年开始种时，很多人
并不看好。”村民李彩霞就是八
角村中当初不顾丈夫的反对执
意种植香菇的妇女代表。如今，
她已经是八角村香菇合作社的

“总管”，社里的大小事务都由
她来协调处理。

2001 年，在村支两委的带
动下，八角村的小部分村民种
植了湘潭县从省外引进来的香
菇品种。冯应龙一口气就种了
15 亩，而别的村民一般都是一
亩甚至半亩。实际上，哪怕是
种一亩，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
是需要勇气的，因为种植一亩
香菇的成本大概是一万元左右，
这对于当时的村民来说算得上
是一笔大开支。

李彩霞当初第一个响应冯
应龙：“其实都是被逼出来的，
因为家里实在是太困难了，想
要以后的日子好过一点，就只
能砸锅卖铁拼一次。”

为了凑齐一万多块钱的成
本钱，李彩霞把家里的猪、稻
谷都卖了，全部投入了香菇种
植里。为此，李彩霞的老公还
和她大吵了一架。

因为没经验，只能自学，李
彩霞便重新当起了“学生”，看
书，找资料，不懂的地方就去
问技术员，从开始的选料、做棒、
制棒到接种、破袋、下田……

“ 那 真 的 是 担 惊 受 怕 的 一
年，因为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有
回报，有事没事就会去大棚里
转转，看看长出香菇来了没。”
李彩霞感觉那一年过得特别的
煎熬，晚上连个好觉都没睡上。

为了支持丈夫的香菇“事
业”，村支书冯应龙的妻子谭元
珍在并不清楚自己对香菇的种
植技术和投入产出比的情况下，
还是在第一年一口气种植了 15
亩。

“ 香 菇 是 劳 动 密 集 型 的 产
业，15 亩 需 要 大 量 的 劳 动 力，
我们家这几个人是肯定忙不过
来的，请人就肯定划不来，所
以我知道会亏钱的。但为了在
村里起一个带头作用，我只能
硬着头皮上。”谭元珍说。

李彩霞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第一批带头种香菇的很
多都是女人，因为她们不想背
井离乡外出打工，但是在家又
只能喂猪什么的，这些都赚不
到多少钱，所以，她们在创业
方面其实比男人更有魄力和需
求。”

妇女们天天盼望着香菇能
够快点长出来，可是没等到香
菇长出来，却等来了别人的传
言——八角村的气候是不能种
植香菇的。

原来，8 月本是出菇的高峰
期，但到 2002 年 8 月，大棚的
菇棒上连菇芽都看不到。

望着大棚内静静躺着的菇
棒，不少村民认为是冯应龙在
骗人，有的村民指着冯应龙的
鼻子大骂，有人甚至跑到他家
搬走了电视机和家具。

向记者回忆起这一段经历
时，村支书冯应龙的妻子谭元
珍称，香菇是他们夫妻患难与
共的见证者。

为了让村民放心，谭元珍
和冯应龙夫妇承诺所有的损失
由他们赔偿。然后，谭元珍默
默地擦干眼泪，拿出家里所有

的存折陪冯应龙一起去银行取
了六十多万元。

这 是 他 们 家 所 有 的 积 蓄
呀！

就在谭元珍夫妻二人提着
现金准备赔偿村民损失时，有
一个村民激动地跑过来告诉大
伙：“出菇了，出菇了！香菇长
出来了！”很快，菇农们接二
连三地来报长菇的喜讯，有的
还敲锣打鼓放鞭炮。谭元珍放
声大哭了起来：“太好了，太好
了，终于不要赔上家当了！” 

自从香菇第一年试种成功
以后，第一批带头的人也开始
了在村里的游说工作。

“村里的大部分妇女在闲暇
时间都是打麻将，而香菇种植
又是妇女、老人都可以做的事
情，不影响家里的主要劳动力
出 去 赚 钱。” 李 彩 霞 和 谭 元 珍
抓住这一点开始挨家挨户“做
工作”，连村里的残疾人也成了
她们动员的对象。两人的工作
很快就见效，很多妇女甚至当
场就表示愿意搞香菇种植。比
如，村民唐慧希一嫁到八角村，
就开始了香菇种植之路。如今，
她不仅自己种，还把丈夫也拉
入伙跑起了运输。

没多久，“湘潭县香菇产业
合作社” 就迎来了 150 多户农
民自愿参与。合作社按照为菇
农统一供应菌种，统一提供辅
助 原 料， 统 一 提 供 栽 培 技 术，
统一销售香菇，并为香菇注册
了“走四方”商标。八角村的

“香菇娘子军”也正是在这个时
候开始为外人所称颂。到如今，
村里几乎每户人家都种植了香
菇，平均种植面积达到了户均
一亩。

2 妇女们砸锅卖铁带头种香菇

3 农家妇女的想法成了国家专利

李彩霞的香菇不仅种在地里，还种在花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