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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菇状元”

和“蘑菇村”的故事

□晨报记者 渠稳 陈志付

浚县王庄镇有一个村叫大齐村，以盛产蘑菇

而远近闻名，这里家家户户种植蘑菇，带动了本村及周

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蘑菇用来销售，蘑菇采摘后剩下的菌包也被

废物利用，用来搞生物发电。 如今的大齐村蘑菇产业发达，孰不

知在 30 多年前，这个村的村民连蘑菇是啥都不知道。 说起大齐

村的蘑菇种植史就不得不提起一个人， 那就是被当地政府授予

“平菇状元”称号的师春印，是他将蘑菇种植引入了大齐村，在他

的带动下，蘑菇种植成为当地的支助产业，让当地农民过上了小

康生活。 但是，说起师春印将蘑菇引入大齐村的过程，那是五味

俱全，通过“平菇状元”和“蘑菇村”的故事，让我们走进那段真情

岁月。

林场会计种蘑菇

说起师春印只身闯出致富路的事，浚县王庄镇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

的故事在当地被传佳话。 师春印 1963年出生在浚县王庄镇大齐村。 18岁那年，他

高考落榜，大学梦的破灭让他陷入极度的痛苦中。 不久，血气方刚的师春印从痛苦

中挣脱出来，他要用行动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当时，大多数农村青年将目光瞄准大城市，纷纷外出打工，师春印却把自

己定格在贫困落后的家乡，他发誓要在农村干出一番事业来。“只要埋下火种，迟早

会燃烧的，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农村，高中生就算是高材生了，我被安排到本

村的一个林场里当会计，一个月 10多元钱的工资在村里人看来就是高工资了。”师

春印笑着对记者说。

师春印并没有满足眼前的一切，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一生。

1983年年底，他去安阳串亲戚，途径安阳一个菜市场时，看见一群人

围着一个菜摊抢购一种肥硕鲜嫩的菜。 师春印好奇地上前一

看， 发现是一种从没见过的菌类， 他一打听才知道这叫蘑

菇。“按照当时的平均工资，一个人每月才二三十块钱，

可一斤蘑菇就卖到 1 块多钱，比猪肉还贵！ ”师春印

产生了靠种植蘑菇致富的念头。

从安阳回来后， 种植蘑菇的念头一直在

他脑中盘旋，然而由于当时信息闭塞，他始终

琢磨不出种植蘑菇的门道。 当他从别人那里

听说，种植蘑菇投资少、见效快、销路广，尤

其适合在农村栽培时，他更加坚定了种植

蘑菇的信念。“1984 年秋天，我去王庄镇

卖棉花， 在镇上看到了一条关于开展蘑

菇种植培训班的消息，看到这条消息后，

我兴奋不已， 我就像看到了通往致富之

路的希望。 我把棉花匆匆卖给别的商贩，

登上自行车往家里赶， 想把这个消息告

诉家人。 ”师春印说。

当他把参加蘑菇种植培训班的消

息告诉父母时，却遭到了父亲的反对。“父

亲训斥我， 说我放着好好的会计工作不

干， 学习种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蘑菇，那

是不务正业。 ”师春印回忆起创业初期的

情景，唏嘘不已。

核心提示

屋漏偏逢连阴雨

倔强的师春印没有因为父亲的训斥

而退缩，1984 年冬天，21 岁的师春印带着

多年来积攒下来的几十元钱， 背上铺盖

卷， 在没有告知父亲及林场领导的情况

下，来到了王庄镇圈里村，一个退伍军人

开办的种植蘑菇培训班学习蘑菇栽培技

术。“当时，有 200多名学员一起参加了那

次培训，如今，只有我一个人还在种植蘑

菇。 ”师春印说。

在接受培训期间，师春印总是缠着老

师问这问那， 饿了吃几口冻得发硬的馒

头，渴了就喝几口自来水，经过 20 多天的

培训， 师春印基本掌握了种植蘑菇的技

能。当他满怀信心的回到家中准备种植蘑

菇时，来自家人和领导的压力再次向他袭

来。“有工作不好好干，如果工作丢了，我

就不认你这个儿子。 ”父亲看到学成归来

的师春印，丢下了这么一句话。在林场，领

导七八天也没跟他说过一句话。

外人眼中不务正业的师春印，顶着巨

大的压力和同他一起参加培训的两个本

村村民在 1984 年 12 月开始种植蘑菇。

“我们 3 个人，每人拿出 50 元钱购买蘑菇

菌种及棉籽壳等培养基。由于种植蘑菇的

条件要求比较严格，需要水泥地面，我们

就在一个村民家的房顶上种植蘑菇。 ”师

春印说，由于理论知识不足又缺乏实践经

验，在培育菌种的过程中总是担心菌种被

冻着，他们便使用了温度过高的水，结果

事与愿违，热水把大部分的蘑菇菌种烫死

了。 看着大面积死亡的蘑菇菌种，3 个首

次创业遭遇挫折的年轻人抱在一起痛哭

起来。

创业没有成功， 还赔进去几百块钱，

这给处在逆境中的师春印浇了一盆冷水。

父亲和乡亲都劝他：“孩子，放弃吧，如果

你觉得在农村没有啥出息，就到外面去闯

一闯，啥都比种蘑菇强。”在家人和乡亲们

的劝说下，他的两个伙伴先后放弃了种植

蘑菇的念头，被烫死的蘑菇菌种也被他们

从房顶扔到了田间地头的垄沟里，而师春

印却跟着魔似的，铁了心要在种植蘑菇上

有一番作为。

“也许是我的执著感动了老天， 有一

天我下地干活， 看见扔在田里的蘑菇菌

种， 竟然有一小部分露出了圆圆的蘑菇

头，我仿佛看到了希望，扔下锄头，用衣服

包起那些长出蘑菇头的菌种，抱回家放在

床头。每天我都会细细观察蘑菇的生长状

态，也就是在此期间，我对蘑菇的生长习

性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师春印笑着说。

培育过程中，

他被村民看成异类

灾害面前慷慨解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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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初次创业失败了，师春印却没有放弃种植蘑

菇的念头，反而对蘑菇的研究更加狂热了。 在其他村

民眼中，他已经“魔怔”了。 师春印的父亲给他下了最

后通牒，如果继续种蘑菇就离开这个家。 无奈之下，师

春印将他的蘑菇研究基地搬到了林场的地窖里，又借

了亲戚 100多元，重新购买了一批菌种。

此后，每天他都用小本记录着蘑菇的生长变化及

生长时所需要的温湿度。 师春印原本就比较内向，天

天窝在地窖里，他变得更不爱说话了，由于缺乏沟

通，他几乎成了村民眼中的异类。“林场一个工友

用特别鄙视的语气对别人说， 师春印如果能把

蘑菇种植出来，他就变成神仙了！ 这句话对我

的打击特别大，别人越是看不起我，我就非

要把蘑菇种植出来。 ”师春印回忆说，他三

番五次到鹤壁农科院向名师请教，借钱买

来技术资料， 不惜骑车上百里去请教能

人， 没日没夜地守护他的蘑菇研究基

地。 渐渐地，他掌握了一种用玉米芯栽

培蘑菇的新技术，从玉米芯的粉碎到

拌料、发酵、袋装、发菌、出菇 6 个培

育程序他都能做到准确无误。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5 年冬

天，他种植蘑菇获得了成功。 他将

这些蘑菇采摘下来，往林场的办公

室一放，通知所有的工友过来免费

拿蘑菇。“我就是要告诉工友，我成

功了，我要用成功回击流言。 ”

“除了免费让工友吃， 我还让

父亲把剩下的 100 多斤蘑菇带到

集市上卖。 由于我的蘑菇个儿大，

又没有加水，一上市就销售一空，净

利润有 200 多元。 钱是次要的，主要

是我获得了成功的喜悦！ ”师春印说，

曾经笑话他的村民都对他刮目相看，有

的羡慕，有的钦佩，他的父亲也逢人就

夸：“这孩子，真行！ ”

销售区域辐射上百

公里的“蘑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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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尝成功的师春印十分冷静，他将

每次出售蘑菇的利润都放在了扩大再

生产上。 他从家庭型田间种植模式发展

到大棚种植，从一个大棚发展到七个大

棚，从起初的不到一亩地发展到现在的

十七亩地，从平均日产不到百斤到日产

蘑菇 3000 斤以上，其中的酸甜苦辣，他

都体会过。

90年代初，师春印家成了村里的第

一个万元户，他开始琢磨着如何把蘑菇

栽培技术传授给乡亲们，让大家共同富

裕起来。 于是，他开办了首期食用菌技

术免费培训班，求学者络绎不绝。 他又

开办了一个菌种厂， 专门提供蘑菇菌

种，并义务提供技术服务支持。 新乡卫

辉、安阳汤阴等地的县级领导还专程登

门拜访，邀请师春印到其所在县区搞种

植蘑菇的讲座。

在师春印的带动下，全村兴起“蘑

菇栽培热”，有 100 多户从事蘑菇栽培，

栽培量近 10 万公斤， 蘑菇销售区域辐

射安阳、濮阳、新乡等周边上百公里，王

庄镇大齐村因此被称为“蘑菇村”。 在师

春印的带领下，村里成立了浚县春印食

用菌协会及浚县金菇园食用菌种植专

业合作社。 依靠种植蘑菇，大齐村成为

了王庄镇首屈一指的小康村，蘑菇也成

了大齐村的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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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春印用辛勤的劳动换来了丰硕

的成果，赢得了全村人的赞扬，他被任

命为鹤壁市食用菌协会副理事长，河南

省食用菌协会会员。 1997 年，他还被镇

政府授予“平菇状元”的称号。

面对不断积累的财富及荣誉，师春

印没有忘记农民的本分。 他主动捐资帮

村里盖教学楼， 为教师免费提供蘑菇，

并在南方水灾、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

灾害后慷慨解囊，奉献爱心。

在谈及未来时，师春印说，他希望

把更多经验传授给农民，让大家都走上

致富的道路，为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奔小

康作出更大贡献。

师春印和他种植的蘑菇。 晨报记者 渠稳 摄

商贩在贩运蘑菇。 晨报记者 渠稳 摄

村民们在修剪蘑菇。 晨报记者 渠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