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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荣良

森力家庭农场负责人。在食
用菌行业奋斗三十余载，熟练掌握
了猴头菇、金针菇、灵芝等食药用
菌菌种培育与规模种植技术，同时
主持或参与了多项科技研发项目
并发表论文。曾先后荣获首届省
级乡村工匠名师、衢州市十佳农村
实用人才、浙江省食用菌行业先进
工作者等称号。

毛荣良：潜心深耕三十载
朵朵菌菇映初心

记者 郑召隆 见习记者 姚洁

“你看菌棒上这个白色的地方，就
是菌种接进去的菌丝体，通过一段时

间生长，就能长出菇体。”眼下，正是
食用菌菌棒出菇的关键时期。在森
力家庭农场的菇棚里，一排排菇架上
摆满了菌棒，毛荣良小心翼翼地拿起
一根菌棒，跟记者介绍起了菌棒的生
长情况。作为一名有着三十五年食
用菌种植经验的老菇农，他对“菌子
们”的生长状况了如指掌。

25岁时，毛荣良加入常山微生物
总厂，见证了30年前常山猴头菇声名
鹊起，从此毛荣良与猴头菇结下了不
解之缘。2010年，毛荣良回乡开建了
食用菌种植基地并注册了森力家庭
农场。“当时我们不仅仅自己种，还带
动了五家专业合作社，我们把菌棒制
作好后，再交给他们去管理、销售，在
当时也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食用菌种
植高潮。”毛荣良说。

但猴头菇的终端市场没解决，产
业规模无法扩大。毛荣良便一直在
思考如何延伸产业链、深挖产品价
值。“2019年，我们和浙江工业大学
开展合作，从品种的选育到新加工产
品的开发，做了一些尝试和努力。”毛

荣良告诉记者，通过积极推进与专业
院校的合作，建立专家工作站，成功研
发了新品种浙林猴头菇2号。此外，他
还在延伸产业链方面持续发力，建立
了3条猴头菇深加工线，陆续研发出品
猴头菇多糖固体饮料、猴头菇速成汤
料包、鲜菇软罐头等多款深加工产品。

产量从5吨到50余吨，产值从13
万元到580万元，基地面积从11亩到
159亩，并成为浙西前列的食用菌种植
基地。这些飞速增长的数字背后，是
毛荣良对食用菌产业的坚守与开拓，
与数十年如一日的不变初心。

“从原来常山微生物厂下岗，再回
到常山种植猴头菇，前后已经45年
了，当时自己风华正茂，现在已经到了
退休的年纪了。”回望自己在猴头菇种
植行业奋斗的历程，毛荣良十分感
慨。他说，无论多久，自己对猴头菇的
感情仍然浓厚，振兴猴头菇产业是自
己毕生的梦想。

40万尾鱼苗增殖放流
护常山港水域生态

11 月 21 日是“世界渔业日”，当
天，县人民检察院、县农业农村局等多
家单位联合开展了增殖放流活动，将
40余万尾鱼苗投放至常山港水域，进
一步巩固渔业资源生态修复与保护成
果。

记者 江琪 通讯员 熊燕婷 摄

清理乱堆放垃圾 小区环境焕然一新

本报讯（记者 行林林 陈书窗）此
前，本报《聚焦时刻》栏目曝光了我县
竹园和桑园小区垃圾乱堆放的问题。
报道刊发后，相关小区物业积极采取
行动，立即完成整改。

11月15日，记者在天马街道桑园
小区17号楼内看到，之前堆积在楼内
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已被清理。“相
较于之前有很大的变化，卫生搞得很
干净。”小区住户姜女士说。据了解，

桑园小区属于老旧小区，目前一到三
楼的住户正在进行装修，建筑垃圾比
较多，对此，小区内设置了垃圾临时堆
放点，目前装修材料、建筑垃圾乱堆乱
放的情况有所改观。“将垃圾清运后，
我们又安排人员用自来水全部清洗了
一遍。”小区物业经理马立红介绍，针
对建筑垃圾，小区物业接下来也将加
强管理，确保类似的事情不会发生。

随后记者又来到竹园和新桑园小
区看到，小区整体环境干净整洁，地面
与绿化带未见明显垃圾；机动车停放
有序，公共区域内垃圾桶摆放整齐；楼
道整洁宽敞，未发现杂物乱堆乱放等
现象。“我们也设置了建筑垃圾临时堆

放点，届时统一清理。针对生活垃圾，
我们在安排专人引导居民将垃圾扔到
垃圾房。”绿博物业公司新桑园小区项
目经理胡月红说。

编后话：干净整洁的文明小区，需
要共同维护。作为小区主人翁，居民
要做到行动自觉，不乱扔垃圾，不随地
吐痰，不高空抛物，爱护小区公物。社
区要主动作为、多措并举，全面治理的
同时还要加强宣传，增强居民的环境
卫生意识。此外，要定期对辖区内环
境卫生进行检查，及时反馈，建立卫生
保洁长效机制，为居民营造干净、舒适
的生活环境。

知名浙商助力常山
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胡志鹏 见习记者 陈静）11月
20日，由省工商联牵头的知名浙商助力常山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在我县举行，来自浙江省的知名
浙商齐聚一堂，聚焦常山资源、产业发展优势，寻
商机、谋发展，共谋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
优势的新方法、新路径，助力常山高质量发展。

会上，县招商投资促进中心从招商推介、招
商方向和招商政策三个方面详细介绍常山的产
业发展特点和优势。随后，企业家及工商联代表
依托常山发展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结合自身产
业发展特点，从数字化产业发展、文旅、医疗、教
育等领域积极发言。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充分
发扬浙商敢为人先的精神，彰显新时代浙商力量
与担当，为常山实现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的贡
献。“常山的自然环境优越，胡柚、山茶油都是自
然资源，我觉得可以围绕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方面，将产业继续做大做强。”邦尔骨科医院集
团董事长程栋说。

据了解，省工商联自2021年起便多次组织
知名浙商来常，共话助力常山实现跨越式发展新
模式、新路径。多年来，双方通过项目投资、企业
结对帮扶、共建共富果园等方式，充分发挥“山海
协作”共富引领优势，挖掘常山“五个一”产业发
展潜力，助力常山实现高质量发展。

连日来，县中医医院医护人员对我县幼儿园
幼儿进行口膜和视力筛查，预防和减少学生眼
部、口腔疾病的发生，帮助家长及时了解孩子口
腔与视力健康情况，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段赟 供稿

打造“幸福食堂”
把“食”事办实

本报讯（记者 邹建辉 陈书窗）11月19日上
午11点，天马街道东苑社区的“幸福食堂”里已
经飘出饭菜的香味，附近的老人陆续来到食堂，
有序排队，等候开餐。

“食堂环境蛮好，菜的味道也可以，价格也便
宜。”家住东苑社区的姚土根今年已经67岁，他
告诉记者，因为子女上班，平时自己基本上都在

“幸福食堂”里解决用餐问题，不仅菜品丰富，还
结交了很多朋友。

“小食堂”里“大民生”。近年来，我县着力布
局基层养老服务体系，以“幸福食堂”为抓手，通
过“一饭一菜”搭起服务老人“连心桥”，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目前，“幸福食堂”
不仅低价覆盖了60岁以上的人群，还可以正价
面对社会开放，方便周边群众。

“全县共设置了56家‘幸福食堂’，140家助
餐点，目前运行率达到96.55%，每餐就餐人数近
1万人次，有效地解决了独居、生活不便等有助餐
需求老人的吃饭问题。”县民政局党委委员、副局
长杨军慧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