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2 要闻

扎根乡村，她为菇农撑起“致富伞”
济宁90后“新农人”周晴晴带动万余农民创业就业

2022年5月17日 星期二

5月16日上午，即开型福利彩票“状
元卷”全国云首发仪式暨“百店齐刮”营
销推广活动在山东青州举行。中国福利
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李
杰以视频连线形式致辞。山东省福利彩
票发行中心主任王伟，潍坊市政府副市
长陈端梅，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副
主任张林林，潍坊市民政局局长鞠立
强，潍坊市福利彩票中心主任王良成，
青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田永全，青州市
政府副市长李飞出席仪式。王伟、田永
全分别致辞。

在视频连线中，李杰代表中国福利
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对“状元卷”即开票
正式发行销售表示祝贺。他表示，多年
来山东福彩注重研发地方特色游戏，陆
续发行了“鹊桥会”“墨子”等二十余款
兼具历史人文、自然风光、民俗风情的
特色游戏。本次首发的“状元卷”彩票，
画面精美，内涵丰富，将彩票公益与传
统文化有机结合，是一款充分展示我国
历史文化的主题彩票。“状元卷”彩票立
足山东、面向全国，相信通过这款彩票，
会让更多人了解“状元卷”，让青州地方
文化得到更好传承。

王伟在致辞中指出，山东福彩一直
致力于地方特色主题即开票的研发，得
到了广大购彩者的欢迎和认可。本次研
发上市的“状元卷”主题即开票，以国家
一级文物“状元卷”为主题，集“状元卷”
珍贵的历史文化特性与国家彩票的公
益属性于一体，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
收藏价值。此次首发式在青州举办，必
将对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福彩
公益事业发展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

田永全在致辞中表示，青州是古
“九州”之一，文化底蕴深厚。即开型福
利彩票“状元卷”将“状元文化”与福彩
宗旨、理念相结合，传承和弘扬了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彰显和展示了福利彩票

的文化品牌形象。青州市委、市政府将
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福利彩票发行工
作，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在全社
会蔚然成风，共同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
篇章!

中国福利彩票作为国家公益彩票，
不仅为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提供了多样
化选择，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
积极作用，更承载着为公益事业筹集
资金的责任与使命。截至 2 0 2 2年 4月
底，我省已累计销售福利彩票1955 . 16
亿元，筹集公益金580 . 51亿元，为养老
服务、残疾康复、孤儿救助、困难群众
救济等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提供了有
力资金支持。同时，全省福彩系统不忘

公益初心，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以实际
行动践行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
济困”的发行宗旨。从2 0 1 7年起 ,省福
彩中心联合山东省妇联、共青团山东
省委等部门连续5年举办“为福添彩·
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累计为
260名困难家庭大学新生送去了3000
元/人至6000元/人的助学金。首发仪
式上，受助大学生们纷纷通过视频回
顾了自己的圆梦历程。

此次发布仪式还同步举办了“百店
齐刮”营销推广活动，来自潍坊市495家
福彩销售站的购彩者积极参与，第一时
间畅享新票带来的游戏体验。此外，直
播中还设置了连线青州博物馆环节，由
主持人带领观众云观赏镇馆之宝“状元
卷”真迹，感受“状元卷”的文化精髓。为
了庆祝“状元卷”的发行，来自全国各地
的福彩人也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送来
了祝福。据统计，本次云首发仪式暨“百
店齐刮”营销推广活动在“山东福彩中
心”微信订阅号、齐鲁壹点、海报新闻、
中彩网及山东福彩网络视频一体机等
平台进行全程直播，全网总播放量超过
260万次。

据了解，为回馈彩票购买者，山东
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于5月17日0时启
动“状元卷”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在山
东省内购买即开型福利彩票“状元卷”，
单张彩票合计中得60元奖金的购彩者，
可获赠面值40元的福彩即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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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首发仪式在山东青州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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菇农改种羊肚菌
一个棚能赚三四万

在济宁市金乡县化雨镇李申
村菇农王清杰的大棚内，一朵朵
羊肚菌撑着褐色的“小伞”，密密
麻麻，长势喜人。“金羊3号”的测
产现场会在这里举行。

测产会现场，周晴晴熟练地
将一朵羊肚菌从底部平滑地切
下，个大肉厚、肥硕饱满。“测了
1 . 28个平方，合1024斤一亩，剩
一些小菇没有采，待小菇采了，亩
产量至少1500斤。”周晴晴兴奋地
把学员的“成绩”通过社交账号与
线上种植户交流。

前几年，王清杰种植的一直
是金针菇，他是首批向周晴晴团
队学习种植羊肚菌的农户之一。

“建棚投资一万多元，这种简易棚
属于冷棚，头一部分采了1000多
斤，预计还能再采千把斤，一个棚
下来能赚三四万块钱。”喜获丰收，
王清杰的羊肚菌成功种植为全县
羊肚菌特色产业发展提供了宝贵
经验。

羊肚菌是珍稀食用菌，在菇
农眼里很“娇气”，怕冷怕热怕风，
有人形象地比喻为“九死一生”。
周晴晴的团队根据多年的种植经
验总结出了一套标准化种植方
案，在降低种植风险的同时提高
羊肚菌的产量和品质。

负债千万开启创业
让传统产业重焕生机

面对镜头，周晴晴的面庞透
出农人的干练，青丝间冒出的白发
让人很难想到她是一个90后。

上大学后的她原本已经跳出

“农门”，在北京有了稳定工作。8
年前，24岁的她遭遇人生一个重
大转折点。

金乡县传统食用菌产业发达，
周晴晴的父亲是从业40多年的“蘑
菇大王”，曾使化雨镇成为全国较
大的黄色金针菇种植基地。后来黄
色金针菇产业受到工厂化白色金
针菇的冲击，出现了断崖式下降，
农民种的菇在棚里没人收。

“当时，自己只有一个念头，
无论如何不能让乡亲们的菇烂在
棚里。”周晴晴和父亲把大家的金
针菇都收了过来，没想到一下子
赔了1000多万元。产业的打击加
上长期奔波在田间地头进行技术
服务，父亲的强直性脊柱炎再次
严重，卧床不起。

深思熟虑后，周晴晴决定辞
职回到老家金乡县，“我并不怕从
负数做起，因为我坚信，慢慢来总
能找到出路。”

周晴晴不断总结，确定高附
加值、耐储存的珍稀食用菌作为
发展的重要方向。为此，在三个月
内跑遍全国各地，做市场调研，与
同行交流，筛选出羊肚菌、羊肚
耳、榆耳、猴脑菇等一批珍稀食用
菌，逐步走出了困境。

周晴晴反复研究论证，确定
了“珍稀品种+全链条业务+技术
专利”的主导思路，以高附加值的
珍稀食用菌——— 羊肚菌作为主打
产品，坚持品种培育、攻克培植难
题，掌握了优质羊肚菌品种的养殖
技术。

周晴晴带领的团队成为全国
第一个完成了野生羊肚耳人工驯
化及羊肚耳袋料栽培高产技术的
团队，在传统菌类衰落的情况下，
及时完成食用菌产业的新旧动能
转换。2016年投资建设珍稀食用
菌良种繁育基因库，驯化和收集
各类野生菌100余种，为产业发展
储备了优质种源。

“小蘑菇”做深做透
带领更多农民致富

“以前父亲面向一家一户教
技术，不但辛苦，效率也低。发展
珍稀食用菌就不能再采用原来的
模式，必须在同一基地上统一管
理，统一培训，培养自己的技术人
才，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一帮十、
十帮百。”2018年，周晴晴创建“3
+3+3+1”珍稀食用菌商业模式，
即资金股30%、扶持管理股30%、
技术股30%、基地股10%，形成食
用菌创业帮扶雏形。

2019年，这一模式升级为珍
稀食用菌创业孵化平台，重点扶
持农民、大学生、返乡农民工、贫
困户，整合社会资源，为种植户提
供免费大棚、免费技术指导和统
一管理、统一销售。

周晴晴的团队注册了“鲁菌
仙子”等品牌商标，摸索出订单农
业、农超对接、淘宝电商、平台直
播等多种营销模式。她还建立了
菌菇养殖信息平台、产品管理数
据库，解决了很多过去传统农业
无法解决的难题，让传统农业插
上“互联网+大数据”的翅膀。

目前，周晴晴的团队建设了
全国最大最全的羊肚菌学员大数
据档案，累计培养食用菌专业技
术人才1000余人，培养返乡创业
大学生36人，辐射带动食用菌基
地超万亩，1万余农民创业、就业，
平均每户每年可增收3万元，让越
来越多的农民一起轻松挎上“菌
篮子”。

“下一步，我想提高互联网、
大数据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不断
拓展增值空间，让科技为传统农
业赋能增效。”周晴晴表示，要继
续把“小蘑菇”产业做深做透，坚
持科技兴菌，技术兴农，从带动本
地农户种植到面向全国推广技
术、建设基地，继续扎根在农村广
袤的土地里。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齐鲁大地上，新时代的共产党人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即将召开，本报
今起推出“我从基层来”专栏，讲述来自各地各条战线的省党代会代表对党忠诚、奋斗建功的故事，感悟他们心系群众众、
为民解难的情怀，汇聚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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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按

“我就是采蘑菇的小姑娘，
将永远和热爱的乡亲们在一
起、和广阔的农村在一起、和祖
国大地一起，用奋斗为打造乡
村振兴齐鲁样板贡献力量。”山
东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山
东金太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周晴晴是一名90后“新农
人”，8年前放弃大城市工作，返
回家乡做新菇农，辐射带动食
用菌基地超万亩，一万余农民
创业就业，让越来越多的农民
挎上“菌篮子”。

周晴晴和她的养菇大棚。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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