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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培国
5月13日，淄博高新区作家

协会一行10人，来到淄博菌誉
食用菌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卫固
镇的产业园西区银耳生产大
棚，亲眼目睹了菌袋上盛开的
银耳之花，不禁感叹人类智慧
与造物主的双重迭加，竟是如
此神奇！这一枚枚蓬松的银耳
叶片背后，一定潜藏着不为人
知的故事。聆听菌誉食用菌研
究院王延林院长的倾情回忆，
果然不同凡响。

王延林，1960年出生于博
山区石门乡泽蒜峪村，1978年6
月从青龙湾高中毕业以后参加
高考，距离录取分数线只有几
分之遥，想着一边复习一边寻
找工作机会。弟弟考进了泰山
林校，从泰山采集到野生的菌
菇回家，王延林感到非常神奇，
开始迷上食用菌，找书籍查资
料，试图进行人工栽培。一个
偶然的机会，他从福建食用菌
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写了银
耳富翁翁西应靠栽培银耳发家
致富、推广传播食用菌实用技
术的事迹。翁西应是福建宁德
古田县回乡知识青年，高考落
榜，在困境中钻研银耳栽培技
术，并将自己的实用技术推广
到群众中去。翁西应的故事引
起王延林极大共鸣，觉着食用
菌作为一种食品通过人工栽培
能走进千家万户，不失为一条
发家致富的好门路，也想着从
种银耳开始，探索出一套食用
菌栽培模式，索性完全放弃了
高考。

刚走出校门不谙世事的
王延林背着父亲，瞒着家里，
找到村里的老书记，说要进行
食用菌栽培，用实用技术改变
家庭经济状况和山村面貌。
老书记二话没说，摸出自己的
印章交给他，介绍他去信用社
贷款。王延林找到信用社，贷
来200元，寄到了福建古田，从
翁西应那里买来16瓶菌种。
收到菌种以后，王延林白天黑
夜地试验，一步一步在罐头瓶
里接种。菌种奇迹般接活了，
兴奋之余他心里还是没底，就
拿着菌种去山东省农科院请
教专家，让其把把关，专家们
也感到很好奇，因为山东省还
没有栽培银耳，大家围住王延
林，把菌瓶拿在手里传来传
去，鼓励他回来好好研究，他
们也着手关注探索。

专家们的鼓励让他内心充
满力量，也陡生胆怯，因为父亲
对这个事情坚决反对。

父亲是祖祖辈辈生活在鲁
中山地的农民，只见山林里有
野生蘑菇生长，也很喜欢吃，也
去采山上的蘑菇，却没见过还
能人工栽培，觉着儿子有书不
读，整天捣鼓这个东西忒不靠
谱，甚至是不务正业。

叔叔在村里当村长，有意
安排王延林去干副业，挺挣钱
也稳定。王延林对蘑菇着了
迷，就是不愿意去，还因此产生
了矛盾。家里没有人支持，未
婚妻的大哥看好他，他就去大
哥家里进行试验。

爱人的大哥很支持，这让
创业之初的王延林莫大欣慰。
大哥家六七口人住着两间房
子，腾出来让王延林在里头搞

实验，一家人帮着找罐头瓶，弄
木屑，用手拌料，加湿使喷雾
器，开始了小作坊式的生产。
半年以后，银耳栽培成功了，长
势良好，回报可观，鲜银耳曾卖
到120多元一斤。热度过去以
后，价格开始回落。王延林又
采用与栽培银耳同样的方法改
种黑木耳，也获得巨大成功。

黑木耳一朵一朵黑乎乎
的，煞是喜人，他搬上一棵，抱
回自己家里去，放到床上，用一
块湿布子盖着保湿。父亲白天
视而不见，到了晚上悄悄打着
手电，掀开布子，瞅来瞅去，仔
细观察黑木耳，心想：这小子真
把这事弄成了？木耳真的
能种？

父亲嘴上没说支持，态度
变了，行动上也不再反对。王
延林看着有转机，能通融了，就
从对象哥哥家搬回来。家里有
个大院子，闲着，他开始用生料
种平菇。他在院子里盖了个
棚，盖大棚的时候父亲开始下
手帮忙，帮着扎棚。种上以后，
蘑菇长出来挺喜人，用喷雾器
喷雾，动静很大，嗡嗡响，父亲
也去帮忙。父亲气管不好，蘑
菇特别是平菇生长时散发孢
子，容易引起过敏，父亲一过敏
就咳嗽，嗓子也不得劲。往往
一大早父亲就在山坡上咳嗽，
全村都听得清清楚楚，但咳嗽
过了还是帮着干。

做菌种的时候，晚上进行
灭菌，父亲坐在炉前烧火，父子
俩共同陪伴一轮明月。村里的
蓄水池水质不佳，王延林需要
去很远的一眼井里挑水，父亲
夺下担杖水桶，抢着去挑。

看到父亲的转变，王延林
设身处地想想，父亲不支持自
己也有道理，菌菇栽培前人没
有尝试过，没有现成经验，成败
未卜，搭上时间搭上钱财。别
人搞副业的种地的各忙各的，
自己净搞些没边没沿的事情。

他从父亲的眼神里看到了
信赖，这给了他巨大的精神能
量，越发废寝忘食地钻研。他
感到自己已经不是一个人在奋
斗，而是父子两代人在向贫穷
落后宣战。

产品拿到市场上卖，效益
很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食
用菌里，银耳、木耳还算“奢侈
品”，平菇才是大众消费品，而
且口感鲜香，价格亲民，王延林
慢慢开始走大众食用菌品种栽
培之路。

王延林的大胆实践，给当
时全国农村进行实用技术培训
提供了典范，时任石门乡党委
书记的鹿奉俊看到了食用菌的
产业价值，亲自谋划，以王延林
的基地为基础，利用一个废弃
山地战备坑道，建起了石门乡
社会福利香菇厂，办执照，搞基
建，进设备，像模像样做起来，
成为博山区两个乡办香菇企业
之一。

那是1987年，工厂沿用的
还是古田瓶栽模式，用750克
菌种瓶，长满菌丝以后挖出来
压成块，也用高压锅、接种机、
液体菌种，工序很繁琐，用工
量很大，即使那样仍在山东省
技术领先。那时，王延林萌生
了机械化生产食用菌的思路，
但是需要成熟的技术，更需要
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王延林
勇闯禁区的探索精神与陈旧
思想观念之间展开了无声却
又十分激烈的较量，封闭已久
的小山村进入了一个难以破
壁的逻辑怪圈，似乎容不下一
个做大做强食用菌产业的创
业梦想，王延林远走他乡，受
聘德州建立临邑县食用菌总
厂，任技术副厂长，一干干了
四五年。

1995年，时任淄博高新区
法院院长的鹿奉俊十分关心王
延林的食用菌栽培，把王延林
请到高新区，作为招商引资项
目，让他的食用菌栽培技术落
户高新区。王延林在迎仙村落
户，担任村经联社社长，负责乡
村经济发展振兴，成立淄博高
新区花山食用菌研究所，终于
走下十八盘，走出大山，走向食
用菌产业大发展的新天地。

后来，迎仙村又给批了一
块地，王延林贷了18万元，集体
项目一步步做大。企业改制以
后，淄博高新区花山食用菌研
究所改名淄博花山食用菌研究
所，后来是研究院，2010年成立
淄博菌誉食用菌科技有限公
司，总部在迎仙村。为突破迎
仙村土地紧缺发展受限的问
题，公司在卫固镇扩建产业园，
产品、技术、装备开始向全国
辐射。

2015年11月，全国脱贫攻
坚战打响，脱贫攻坚到了啃硬
骨头、攻坚拔寨的最后冲刺阶
段。淄博高新区脱贫攻坚任务
艰巨，王延林一马当先。2016
年，王延林的菌誉食用菌科技
有限公司列入国家扶贫产业开

发优选项目，卫固镇扩建的食
用菌产业园，成为定向专项扶
贫产业园，太平村食用菌金融
扶贫即食用菌馥合面条项目成
为产业扶贫开发项目。5年的
产业扶贫，1年的效果巩固，公
司共创造扶贫收益分红80万
元，用于扶持统计在册的贫困
户差异化补贴，实现了全域农
村人口脱贫，还为陕西商南、西
藏林芝、内蒙古六家子镇、北京
顺义区后桥镇等十多个地区建
设食用菌工厂化生产基地，带
动了当地周边地区现代食用菌
产业的发展，为打赢全面脱贫
攻坚战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

2021年2月21日，《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
见》发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成为
王延林新的使命担当。

王延林告诉我，卫固产业
园曾经都是扶贫产业园，在乡
村振兴过程中应该也完全能够
发挥更大作用，他引进人才、引
进资金，把食用菌项目进一步
做大，一是把规模做上去，二是
明确功能区划分，三是投注一
定资金精力开发新品种，四是
实现食用菌技术装备现代化，
五是下脚料合理利用，形成环
保有机生态的食用菌栽培全产
业链。

王延林的行动力总是能够
给人以信心。菌誉公司研发的
食用菌专用机械装备完全实现
了机械化、智能化生产，十几年
的研发结出累累硕果，从配
料、拌料、装袋、物流、灭菌、空
间净化、接种培养全面实现全
产业链、全数字化、全工厂化
生产的配套模式，从本地到河
南、河北、西藏、新疆、内蒙古、
陕西、北京等全国40多个地区
进行复制推广，还与济南、北
京、内蒙古等五六个地区技术
合作、项目交接，取得很多成
功经验。目前，公司已形成年
产 食 药 用 菌 菌 种 5 0 0 万 袋
（瓶），各类食药用菌600余吨，
食 用 菌 机 械 装 备 3 0 0 余 台
（套），年产值近3000万元的企
业规模，成为一家集珍稀食药
用菌培育、工厂化机械装备制
造、应用技术推广等多功能于
一体的科技型农业企业，是成
功利用公司+研究院+基地+合
作社的经营模式，集产、学、研
于一体，产、供、销相结合，以种
植绿色无公害食、药用菌为依
托，推动食、药用菌菌种繁育、
栽培、深加工和复合型生物有
菌肥生产的高科技创新型循环
示范食用菌科技公司。

2023年4月，王延林与北
京禾慧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
订食用菌技术合作及年产
1200吨鲜北虫草购销合同，公
司生产的优质菇菌北虫草产品
将走上首都千家万户居民的
餐桌。

有闲的时候，年过花甲的
王延林会驱车爬上十八盘，回
到他的家乡泽蒜峪村，山村依
旧，屋舍沧桑，他生于斯长于
斯，这里有他最初的梦想，有他
创业的艰辛，更有混合着幸福
和酸楚的回忆，令他欣喜的是，
古老的村庄正在发生一场新的
山乡巨变……

走下十八盘的食用菌大王 童心未泯

□ 卜庆萍
古今诸多学者名家，多有

一颗不老的童心。
苏轼初贬黄州，与朋友出

游，每每路过江边，总要玩上
一会“挟弹击江水”的游戏。
朋友陪同玩耍，苏轼开心极
了。作为一个华发早生的中
年人，在仕途备受挫折的境遇
下，还玩这种充满童趣的游
戏，的确天真得可爱。还有比
这更可爱的，苏轼居然用竹箱
去装白云。一日，苏轼出城
去，行在曲弯的山路上，看到
白云从山中涌出，像群马奔
腾，直闯入车中，在苏轼手肘
和腿胯间到处乱窜，这时的苏
轼像个孩童，竟将白云装了满
满一竹箱带回家。苏轼的诗
中就有了这样的句子：“搏取
置笥中，提携反茅舍。开缄乃
放之，掣去仍变化。”

钱钟书学富五车，还有一
颗孩子般的童心。在清华的
时候，他养过一只非常淘气的
小猫，小猫经常和邻居林徽因
家的猫打架。每到半夜，两只
猫打起来，不管天有多冷，钱
钟书都赶紧穿上衣服，拿着早
就备好的长竹竿，帮自己的小
猫打架。妻子杨绛回忆说，在
牛津时，钱钟书午睡，自己一
个人临帖，临着临着便睡着
了。钱钟书醒来，就饱蘸浓墨
想给她画个花脸，可是刚一落
笔杨绛就醒了。钱钟书与杨
绛四十多岁的时候还在果园
里玩捉迷藏的游戏。他们完
美的婚姻除因两人志趣相投
外，生活中的童心童趣也是两
人感情的保鲜剂。

金岳霖先生是清华大学
哲学系创办者。在熟悉金老
的人眼中，他孩子气很重，是
个顽童哲学家，而且越老越天
真。金老喜欢斗蛐蛐，还酷爱
斗鸡，常和小孩子玩斗鸡比
赛。邻家小孩称他“金老头
儿”，金老不但不生气，还不时
朝他们扮鬼脸。斗鸡比赛时，
金老会买好多大甜梨和红石
榴，如果比输了，就把这些果
子给小朋友吃。令人惊奇的
是，金老家里还有几个大箱
子，装满了各类玩具，他平时
自己玩，有小孩子去他家，就
拿出玩具跟孩子一起玩，孩子
们喜欢的，他就直接赠送。

金老在清华教书时，有一
天突然给杨步伟先生打电话，
说有一件十分要紧的事，请她
赶紧到自己家里来一趟，还说
事情办好后请杨步伟吃烤鸭。
杨步伟问发生了什么事，金老
怎么也不肯说，于是和丈夫赵
元任火速赶过去。赶到后杨
步伟和丈夫哈哈大笑，原来金
老竟常喂鱼肝油给鸡吃，结果
他养的鸡有十八磅重，一个蛋
生了三天还生不下来，金老很
着急。杨步伟哭笑不得，只好
把鸡下了一半的蛋掏出来了。
金老乐坏了，大加赞叹，为了
表示庆贺，便请杨步伟和赵元
任夫妇吃了烤鸭。

童心干净、纯粹，愿所有
大人兼具成年人的稳重和小
孩子的天真，即使走出半生，
归来仍是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