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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正在从事或想从

事种养的移民朋友，如果您对

栽植、养殖的品种、市场有所

疑惑，或是在种养过程中遇到

什么技术难题，请告诉我们，

我们将请专家帮您解决。

注意：如果是技术难题，

请尽量描述清楚发病作物或动

物的症状，若有图片更好。

联系方式：短信请发送

至 1 3 7 8 9 8 0 5 3 8 3 、 邮 箱

j f yan3651@163 .com或加QQ

群：198879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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憎济南市历城区董家镇张而村
草莓种植户：我们村已种了十多年
草莓，仅冬暖式草莓种植大棚就达
1500多个，全镇以我们村为中心的
草莓种植面积已达近万亩，近年来
随着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加上多
年连作种植，草莓根腐病越来越严
重，得了根腐病的草莓，干叶烂
根，后期连片死亡，损失很大，大
家急切需要防治办法。

青岛农业大学张立宁教授：草
莓根腐病主要为害根系，发病初期
先从侧根或新生根开始，初期根部
出现浅红色或褐色不规则的斑块，
颜色逐渐变深呈暗褐色。随病害发
展，全部根系迅速坏死变褐（见图
1）；地上部分外叶叶缘先发黄部
分叶片变褐、坏死至卷缩，病株表
现缺水状，逐渐向心叶发展至全株
枯黄死亡（见图2）。

经实地调查，草莓根腐病的发
生与土壤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一

般种植草莓5年以内的地块根腐病
发病较轻，或不发病；种植在5年
特别是种植在10年以上的老棚草莓
根腐病尤为严重，产量也随之下
降。草莓根腐病植株根系比正常植
株根系明显短小，颜色灰暗，地下
部不定根大量死亡，新生根受到病
原菌的侵害后，生长稀疏。根部受
害，吸收水肥能力下降，直接导致
水分、无机物和营养物质不能正常

输送，致使地上部弱小或整株枯
黄。近几年，在草莓种植区该病有
上升趋势，江苏、河北、山东、辽
宁等省均有草莓根腐病发生。

那么我们该如何防治草莓根腐
病呢？

1、合理轮作，清理田园。及
时清除田间前茬病株和病残体，集
中烧毁或在大棚闲置期间对土壤进
行高温消毒，每亩使用石灰氮120公

斤，覆膜浇水后盖严后持续闷棚达
25天以上，可有效地杀灭土壤病菌
和虫卵。

2、高垄地膜栽培，科学浇水
施肥。根腐病与棚内湿度过大或一
次浇水过多有直接关系。为降低棚
内湿度，宜采取高垄覆膜栽培，做
到膜下浇水并小水勤浇，有条件的
最好采取滴灌方式。给草莓选用基
肥时，应施用充分腐熟的有机肥，

增加生物有机肥的用量，并深翻土
壤，提高土壤透气性和缓冲力。冬
季追肥使用的氮磷钾冲施肥一次用
量不宜过多，建议每亩使用氮磷钾
冲施肥5公斤与4公斤普利登鱼蛋白
混合冲施，可以同时起到膨果和养
根的作用。

3、药剂防治。草莓根腐病应
以预防为主，在定植缓苗期和开花
前分别喷施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500～800倍液+普利登鱼蛋白300倍
液也可于定值后用普利登鱼蛋白500

倍液+恶霉灵800倍液灌根，对早期
预防根腐病效果明显。对当前已发
生根腐病的大棚草莓，应及时拔出
病株，并用甲霜·.恶霉灵1500倍液+

普利登鱼蛋白500倍液灌根。

平阴县孝直镇张庄村，是当地
的一个典型山区村，全村现有山地
面积约为全村总面积的1/3。近年
来，张庄村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地
理优势，依山建土洞，种植鸡腿菇，
拓宽了越来越多村民的致富之路。

1月8日，记者走进张庄村的一
个 1 0 0米长的土洞。洞内潮湿阴
暗，若不借助照明设备，很难辨清
脚下的路。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
一个个圆形的黑色“土堆”沿洞内两
侧整齐摆放，有的土层表面铺满了
一层白色的绒丝。土洞主人孔令梅
介绍，这些土堆就是菌包，上面的白
色绒丝就是菌丝。“鸡腿菇就是在这
上面长出来的。”孔令梅说。

今年53岁的孔令梅算是村子里
思想超前，爱赶“时髦”的女人
了。她告诉记者，在种鸡腿菇之

前，自家种了15年的旱作西红柿，
面积不大，只有三分地，赶上了好
年景，一年纯收入3000元左右。张
庄村村党支部书记赵传方介绍，村
里的人均耕地面积虽然有2亩多，
但水利条件不完善，多数为旱地。
长期以来，村里的老百姓种的最多
的就是玉米、小麦等大田作物和旱
作西红柿。

而在平阴县，最早挖土洞种蘑
菇的是孔村镇北毛峪村。早在20世
纪90年代中期，这个同属山区村的
村民便尝试在土洞里种植蘑菇，并
取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益，逐渐形成
规模种植，成为该村的一大特色产
业。

2010年年初，孝直镇张庄村组
织村民前往考察学习，意外发现了
村里山地里隐藏着巨大的财富。

“两个村的地理环境基本相同，而
土洞里常年恒温18摄氏度左右，又
不见光，非常适合菌类生长，还能
帮助村民增产增收。”赵传方说。

于是，考察结束后，张庄村便
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统一规划协调，
鼓励村民挖洞寻“宝”。孔令梅正
是第一批参与其中的代表。她告诉
记者，2010年年初，通过村里的统
一安排，自家投资了2万多元挖出
了两个长1 0 0米深的土洞。当年9

月，又从莘县引进了菌种，开始在
土洞里种植鸡腿菇。

孔令梅给记者算了笔账：一个
土洞一茬能放1300多个菌袋，一年
能种鸡腿菇二到三茬，一茬能收获
5000多斤鸡腿菇，平均每茬的纯收
入6 0 0 0元左右。“鸡腿菇销路不
愁，当地的菜贩子每天都会上门收

购，比种旱作西红柿省下不少力
气。”孔令梅说。

从2010年至今，孔令梅守着自
家的两个土洞，常年种植鸡腿菇。
除了换茬时的杀菌、拌料、装料等
工作，她每天都要提着木篮子“进
洞”捡取已经成熟的鸡腿菇，并在
洞外简单去泥包装后，等待菜贩子
们统一上门收购。孔令梅告诉记
者，两个土洞子平均每年能给自己
带来近3万元的纯收入，“比外出
打 工 合适， 比 种 西 红柿的 效 益
高。”

据统计，目前，张庄村的土洞
已从2010年的七八个发展到现在的
50多个。仅此一项，张庄村全村每
年增收1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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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庄村依山建洞种植鸡腿菇
50个土洞，年增收100多万元

农村大众报记者 兰姬慧 通讯员 贾传亮

孔令梅正在给鸡腿菇去泥包装。

“这些原料都是我们这儿几个
企业的玉米芯废渣。以玉米芯废渣
为原料生产出的蘑菇不仅品质高、
口感好，在市场上也很畅销。”1

月17日，禹城市安仁镇前寺村蘑菇
种植大户路荣昌说。

路荣昌的蘑菇园位于安仁镇前
寺食用菌基地。在食用菌基地，一
座座鳞次栉比的养菌大棚蔚为壮
观，小山似的食用菌原料更让人惊
叹。记者数了数，光种蘑菇的大棚
就有24个。

“单靠种粮食作物，一亩地一
年也就一千多块钱的纯收入。现在
我靠这些‘废物’创造出的价值，
远高于种庄稼。”今年47岁的路荣
昌之前一直是本分的庄稼汉，可自
打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玉米芯废渣
能种出蘑菇后，便萌生了自己创业
当老板的念头。

“我们这儿生产功能糖的企业
废料有的是，收来玉米芯废渣还能
降低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不但不用
愁原材料，成本还能节约30%。”

路荣昌说。
2009年，路荣昌在村里租了40

亩地。通过朋友借款、小额贷款等
手段，陆陆续续投入近120万元，建起
了9个高标准大棚。“只靠一家一户
的小生产难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
需要，要想多挣钱，还得上大规模。”
在一次市蔬菜局对菜农的培训会
后，路荣昌便下定决心走规模化道
路，将小蘑菇种植做大做强。

在禹城市蔬菜局的帮扶下，路
荣昌组织发动村里零散种植户成立

了禹城市荣昌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注册“前寺”商标。通过利益链
条，统一种植、管理、销售。“抱
团”闯市场，大大改善了菇农在市
场上没有规模，缺乏讨价还价能力
的被动状况。

路荣昌介绍，与普通的大棚种
植相比，蘑菇的经济效益相当可
观。每年的十月份是蘑菇种植的最
佳时节，经过一个多月的培育进入
收获期，一直可以持续到第二年五
月份。每年能采摘四五次，而且易

管理，回报率高。
“我这个棚里的蘑菇再用10天

又能上市了，一个棚能收 2万多
斤。每斤的市场价都在2元以上，
效益相当好。”路荣昌说。前段日
子，大棚里的第一茬蘑菇就让路荣
昌赚了个盆满钵溢。

再过几天，第二茬蘑菇又要上
市了，路荣昌想多雇几个人来帮
忙。“农闲时节，我们给老路打工，每
天能挣个三四十块，比在家里闲着
强啊！”在一旁忙活的帮工冯春玉笑
着说。

看着路荣昌种蘑菇发了大财，
周围的村民不淡定了，纷纷加入种
菇大军中。北徐、郝庄，甚至连李
屯乡都受到启发，建起食用菌种植
基地。路荣昌告诉记者，菇农人均
增收在3000元以上，小蘑菇已成为
当地人致富增收的大产业。

路荣昌利用玉米芯废渣种蘑菇
每棚收入4万多元

农村大众报记者 戎宁 通讯员 李月 蔡静

因地制宜 才好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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