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
会

2 0 2 4

年7

月4

日

星
期
四

责
任
编
辑

杨
玉
霞

责
任
校
对

朱

静

技
术
编
辑

崔

敏

新
闻
热
线
：31 5 5 6 6 5

4

姚
连
红1 55 33 7 8 90 21

马
晓
彤156 31 79 88 69

杨
玉
霞15 5 33 78 90 28

刘
冰
祎15 53 37 89 31 8

李
婉
秋1 7 77 26 82 75 6

崔
春
梅13 11 17 87 38 8

扫码看视频
新闻料更多

王 增 池 在 学 校
的试验田里种出了

“茅窝儿”……请用手
机扫描二维码，观看相关
视频。

奔波在田间地头20多年，沧州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王增池被称为“菌教授”。
从2015年至今，她用9年时间“盯”上了盐碱地上一种特殊的“小蘑菇”——

“茅窝儿”驯化记
本报记者 吕依霖 摄影报道

夏天的细雨里，一种纤细的
浅褐色小蘑菇正在沧州东部茅
草丛生的盐碱地上悄悄生长。在
当地，人们称它为“茅窝儿”。“茅
窝儿”只在阴雨连绵的天气出
现。只要太阳一露头，它便消失
得无影无踪。把“茅窝儿”剁成
馅，包出的饺子鲜美极了。

最近，为了进一步研究这种
沧州盐碱地上的特色菌类，王增
池把它“搬”进了沧州职业技术
学院的试验田。

“茅窝儿”收获后
给学生包了顿饺子

王增池今年 49 岁，是沧州
职业技术学院农牧工程系教授，
教授《食用菌技术》课程已经有
20多年。

“达新啊，咱俩把这大棚塑
料布叠起来，这两天用不上了。”
记者去沧州职业技术学院试验
田采访时，王增池正喊着学生干
活儿，动作熟练利索。

跟着王增池钻进大棚，一股
闷热的气息扑面而至，身上顿时
有些出汗。大棚里的温度和湿度
跟“茅窝儿”的生长环境很相似。
大棚里的种植面积很小，大约两
平方米的土地上种满了“茅窝
儿”。

撒下麦秸秆与木屑，调整土
壤的 PH值，观察菌床的发菌情
况……每天，王增池和学生都要
在闷热的大棚中待上两三个小
时。

最近正是“茅窝儿”快速生
长的时候。浅褐色的小蘑菇从试
验田的土壤中冒出“脑袋”。成熟
后的菌柄约有一指长，菌盖有啤
酒盖那么大。回达新是沧州职业
技术学院农牧工程系的大二学
生，一直跟在王增池身边。看着

“茅窝儿”痛痛快快地长了第一
茬，他心里也很高兴。

第一茬“茅窝儿”收获之后，
王增池把它们带回家晒了晒，剁
碎后和牛肉做成馅，包了几十个
饺子带到学校跟学生们一起吃。

“这好鲜啊！”“比平常的香
菇肉饺子还鲜呢……”学生们吃
着饺子，眉开眼笑地说。

“自然生长的‘茅窝儿’产量
低，在黄骅、海兴这些地方，会有
当地人花高价购买。‘茅窝儿’经
济效益高又好吃，要是能在盐碱
地上推广开来，我们的团队就没
白研究。”王增池边吃边笑。

这顿鲜美的饺子背后，花费
了王增池和她的科研团队将近
9年的时光。

冒雨采集样本

驯化“茅窝儿”不容易

“跟食用菌打了这么多年交
道，你怎么不研究研究沧州盐碱
地上的蘑菇？听说黄骅那边有种
菌子叫‘茅窝儿’，当地人都爱
吃。”2015 年的一天，丈夫孔德
平在与王增池的闲聊中，忽然说
了一句。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王增
池顿时来了兴趣。“国家一直在
积极推进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
如果能发现沧州盐碱地的食用

菌类，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当地
的菇农增产增收，丰富盐碱地上
的特色物种，是件天大的好事
儿。”王增池在心里盘算，越想越
觉得可行。

“茅窝儿”主要分布在沧州
东部茅草丛生的盐碱地上，黄
骅、海兴、盐山、沧县等地都能看
到它的身影。夏天细雨时节，是

“茅窝儿”生长的最佳时机。由于
受到温度、湿度、气候、茅草长势
等自然资源条件的限制，“茅窝
儿”产量少且不稳定。

做足了功课，王增池把雨
鞋、雨伞往汽车后备箱里一扔，
驾车带着丈夫冒雨来到沧州周
边的盐碱地，采集了“茅窝儿”和
周围的土壤样本带回学校实验
室研究。每逢夏季，都是如此，她
一跑就是5年多。

将样本送检后，沧州盐碱
地上的“茅窝儿”终于有了自己
的专属“身份证”：“茅窝儿”为枝
生微皮伞，属真菌门、担子菌亚门、
层菌纲、伞菌目、白蘑科、微皮伞
属。2021年，王增池已慢慢摸索
出“茅窝儿”的生长规律与特点，
成功筛选并培育出3个菌株。

去年，海兴一名菇农在王增
池的指导下，在自家大棚中成功
种植出“茅窝儿”。收获后，这名
菇农把它们做成饺子端给家中
老人吃。老人一吃就乐了：“没
错，就是这个味儿！”

“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套人
工培育‘茅窝儿’的技术，但产量
还没有达到理想状态。我们在试
验田里种‘茅窝儿’的目的，就是
继续研究如何增产，让‘茅窝儿’
成为盐碱地上的‘致富菌’。”王
增池说。

田间地头

现场“开方”

“王增池”和“食用菌”，像是
一个固定搭配的词组，总是同时
出现。

在沧州 许 多 地 方 的 田 间
地头，在蘑菇大棚，在菇农身

边……总能看到王增池的身影。
“您给看看，我家这个怎么

不发菌啊？急死个人！”
“菌包打孔了没有？没打孔

会有点缺氧。”
“哎哟，我不知道得打孔。”
……
急得团团转的菇农，在王增

池三言两语的“问诊”下，顿时开
了窍。

王增池就像是一块吸铁石，

把菇农都“吸”到了身边。大家都亲
切地称她为“菌教授”。还有一位沧
县的老菇农，一路骑着自行车到王
增池所在的学校“求医问药”。

羊 肚 菌 、银 耳 、棘 托 竹
荪 ……在王增池的悉心指导
下，青县西程村等地菇农种出的
食用菌都喜获丰收。

“跟菇农交流这么多年，我发
现菇农种植中遇到的很多问题，
其实我们教科书上早就有答案

了。只不过，知识与菇农之间少
了一架沟通的桥梁。”王增池说。

既然如此，王增池索性就成
了这座“桥梁”。她的后备箱中常
年放着的那双沾满土的老式雨
鞋，就是最好的证明。

因为总往地头儿跑，王增池
的车里带着各种测量工具，总沾
着点泥土的“气息”。丈夫孔德平
一上车就打趣儿：“你瞅瞅！你瞅
瞅！这车让你开的！”

在王增池的“抖音”账号上，
时常会发布一些有关食用菌种
植技术的视频。“现在，短视频平
台上教种植食用菌的短视频不
少，但内容良莠不齐，有的技术
其实是错误的。我想多帮帮大
家，让他们少走弯路，减少损
失。”王增池说。

“菌教授”的爱好

不逛商场“逛”大棚

“我不爱逛街，一年也就去
商场一两回，去也是买点生活必
需品。”王增池笑着说。如果路过
蘑菇大棚，王增池的腿就像是在
地上扎了根似的，怎么也挪不
开。她就想进去“逛一逛”，好奇
菇农种了点啥，大棚里的蘑菇长
得咋样。

“你闻闻，这里有一种蘑菇
的香味儿。”王增池打开实验室
的灭菌柜，轻轻闻了闻。“蘑菇其
实是很美的。”她指着实验室的
蘑菇标本说，“好多菇农都问我，
种植食用菌有啥秘诀。我老说，
把自己想象成一朵蘑菇，感受一
下在这样的环境中你舒不舒服。
如果你感觉舒服，那蘑菇也会舒
服。如果你呼吸不痛快，那蘑菇
也会‘闹脾气’。”

研究食用菌多年，王增池仍
然会收到很多菇农提出的新问
题。对王增池来说，一步步攻坚
克难，帮菇农找寻解决办法，更
像是一种乐趣。

目前，试验田中已经长出了
第二茬“茅窝儿”。王增池和学生
每天悉心照料着它们，记录精确
的测量数据，一步步摸透“茅窝
儿”的生长规律和习性。“希望我
们团队能找出增产的办法，让

‘茅窝儿’早日成为沧州盐碱地
上的‘致富菌’。”王增池说。

王增池带领学生给菌菇拌料王增池带领学生给菌菇拌料

王增池王增池（（左左））在检查羊肚菌长势在检查羊肚菌长势

试验田里长出的试验田里长出的““茅窝儿茅窝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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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意明东四层2楼113平，公摊小，三阳四室一厅可改两卫，大
理石地板老式精装，带十六平小房，五年唯一，66.5万元。紧邻八中
实验，购物就医出行便利，免费停车，无物业费。电联：1317198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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