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长产业链，驻长布镇工作队已协调开发
出灵芝茶、嵩益茶等产品。

■驻长布镇工作队在了解仿野生灵芝的种
植方法。

■驻长布镇工作队队长何伟樑了解山苍子
的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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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长布镇工作队由广州市番禺区

化龙镇、石楼镇、沙湾街道办、番禺区司

法局、番禺区财政局派出帮扶干部组

成。工作队调研发现，长布镇山林地

多，可用地少且分散，且因为土质的原

因，不适合规模种植蔬菜等农作物。“结

合长布镇的特点，我们早早就把科技赋

能产业发展作为我们的方向，把发展高

产值产业作为突破口。”驻长布镇工作

队队长何伟樑对新快报记者说，两年多

来，长布镇在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新质

生产力方面探索出了一批经验。

在梅州当地人的印象中，七目嶂的

野生灵芝价值很高，市场交易价一度达

到1200元/斤。“如果能在纯野生的环境

下人工培育灵芝，说不定大有可为！”驻

长布镇工作队说干就干，邀请科技特派

员实地考察分析土壤成分，带领青岗村

干部和合作社到丰顺县林下食用菌种

植龙头企业学习考察。经过多轮探讨，

工作队指导青岗村经联社和农产品专

业合作社在保护区外、青岗村的30亩山

坡上试种上了仿野生灵芝，发展林下经

济，“向大山要效益”。

去年底，首批灵芝迎来采摘，市场

反响很好，“通过熟客和工作队的推

广，我们去年 12 月底就把这批灵芝卖

完了，一斤价格高的卖到了六七百

元。”张志化说，用仿野生灵芝煲出来

的汤口感非常好，比温室培育的人工灵

芝品质高出很多。

仿野生灵芝到底需要用到什么科

技呢？新快报记者深入了解到，技术的

关键是要把野生灵芝的孢子粉采集出

来培育，找到大型阔叶树种椴木，浸泡

后将树干打孔，将灵芝菌塞入树孔，并

装入塑料袋，在塑料袋中等待出菌后，

把发酵的灵芝椴木放入提前挖好的坑

中，并把椴木旋转至合适的转向，慢慢

培养一年左右就能长出仿野生灵芝。

“椴木不是一次性的，埋到土里以后可

以收四五年。”张志化介绍说，这样就可

以大大节省成本，看到首批试验的效益

后，今年合作社准备再扩种三四十亩仿

野生灵芝，进一步带动村集体和农户增

收致富。

为了做到产销两旺，驻长布镇工作

队还邀请设计团队延长产业链，开发

出了七目嶂灵芝茶，打造本地品牌，让

仿野生灵芝以更灵活的方式走进千家

万户。

“仿野生”技术 让小灵芝变大产业

广州市番禺区驻梅州市五华县长布镇工作队：

每一次科技应用 都是一次生产力的大提升
在梅州市五华县长布镇七

目嶂“仿野生灵芝”示范
基地，野生环境下生长的灵芝
长势喜人，一片勃勃生机。“我
们第一批 30亩仿野生灵芝去
年12月全部卖完了，一斤可以
卖到六七百元。今年准备再扩
大三四十亩。”长布镇青岗村党
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志化
开心地告诉记者。

种植仿野生灵芝，发展稻
虾共作，推广种植有机茶，改养
野生猪……新快报记者在采访
中了解到，两年多来，广州市番
禺区驻五华县长布镇帮扶工作
队（下称“驻长布镇工作队”）不
断依靠科技力量催生新质生产
力，不断延伸产业链，为产业高
质量发展闯出了一条新路。

■采写：新快报记者 曾贵真
■摄影：新快报记者 王 飞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

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打开纸杯盖子，冲入开水，浓浓的

茶香就飘溢出来。这是驻长布镇工作

队正在大力推广的嵩益有机纸杯茶。

为了把长布镇的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

山”，去年，驻长布镇工作队引入梅州市

海茂科技有限公司打造嵩益有机茶园，

总体规划 3000亩，采取种植、加工和营

销全贯通的模式进行经营。茶园采用

数字化种植、管理，不使用任何农药，加

工不含任何添加剂，由国家授权认证公

司全程监督检验，最大程度还原野生茶

的本质。

“这里已经种下了约100亩有机茶，

周围连片要种上300亩左右。”在蓝塘村

的有机茶园，驻蓝塘村第一书记张颖勇

告诉新快报记者，在工作队的引导和乡

贤的大力支持下，去年底至今年初蓝塘

村率先改造荒山，把原来一人多高的荒

草处理掉种上致富茶，三年左右就能有

产出，未来还要引入茶叶生产线，把整

个产业链做起来。

此前工作队了解到，山苍子浑身是

宝，不但能入药，花、叶和果皮都是主要

提制柠檬醛的原料，产品结果后可广泛

用于医药制品和配制香精。工作队找

到梅州市农林科学院林业研究所，成功

获得一批种苗支持。据介绍，目前这批

山苍子长势很好，根据生长周期，三到

五年就能挂果、丰产。

在栋岭村，养殖户廖碧孝原来采用

圈养方式养殖家猪，因为经验不足、养

殖及运输成本高等原因，亏损达百万

元。驻长布镇工作队于是组织廖碧孝

“走出去”学习养猪技术。2022 年，他

开始养殖跑山香猪，形成“山林放养健

身、天然绿色饲料、保障香猪品质”的

模式，现在跑山香猪养殖业示范基地

放养跑山香猪数百头。据廖碧孝介

绍，山林里的野菜、野果、中草药等，都

是跑山香猪的辅食，跑山香猪每天都

会活动 10小时以上，因此其味道鲜美、

口感丰富、肉质细嫩，市场价达到了每

斤 30元左右。

有机茶种植模式 激发绿色生产力

为了推动撂荒地的复耕复种，提升

企业和农户种粮的积极性。两年多来，

驻长布镇工作队利用科技创新成果，在

守牢粮食安全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双

虾出动”发展模式。

一方面探索“企业+小龙虾”发展模

式，引进梅州市隆森生态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与长生村共同带动农户参与小龙

虾育种、稻虾轮作综合养殖，形成技术

开发、生物科技、物联网、农旅研学、水

产品精深加工、冷链仓储、物流配送一

体化经营发展格局。目前长生村稻虾

轮作产业振兴示范基地规模达到 100
亩，每亩每季利润约 4000元，每年为村

集体增加 2万元收入。另一方面，探索

“个体+罗氏虾”发展模式，在源潭村发

展稻虾综合种养产业振兴示范基地 60
亩。在技术上，稻秧可为罗氏虾提供空

间减少互残，将罗氏虾代谢物作为肥料

来源吸收，减少化肥使用。同时，罗氏

虾可食用田间的杂草、虫卵、螺等敌害

生物，减少虫害，促进稻秧生长。稻虾

共作形成了稳定的生态系统，实现绿色

生态种养。

长布镇的源潭村、长安村、太平村

等地开展“稻烟”轮作约有 270 亩，同

时在源潭村拥有烟草粗加工基地。工

作队在调研中了解到，基地烤烟生产

线此前一直采用木屑、木材边角料、煤

等传统燃料进行烤烟，不但需要花费

2000 元/吨的燃料费用，成本高且容易

污染环境。于是建议基地采用新技

术，改造烤烟生产线，采用新型生物质

颗粒燃料，使燃料费用降至900元/吨，

而且提升了烤烟质量，更为环保，一举

多得。

为了提高农业产业的产值，驻长布

镇工作队还积极引导农户改扩种汁多、

耐存放的梅西柚，品质好、甜酸适中的

无核沃柑等品种……一系列科技赋能

措施极大地壮大了农民的“钱袋子”，提

升了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两

年多来，驻长布镇工作队一直没有停下

“科技赋能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步

伐，他们深刻地意识到，每一次科技创

新的应用，就是一次生产力的大提升。

“长布模式”为深入推动乡村振兴积累

了丰富的发展经验。

科技赋能 促产业降本增效发展

··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 广东实践广东实践广东实践

■驻长布镇工作队引导蓝塘村乡贤支持，率
先开荒种植的有机茶。

■利用七目嶂保
护区外的野生环
境培育灵芝，首
批已获得成功。

■七目嶂仿野
生灵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