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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二十大

天还蒙蒙亮，55岁的上海联中食

用菌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陈林根

就来到菇房，打开手机手电筒，轻轻

抚过一片片白蘑菇，察看长势。“这是

我每天五点半起来必须要做的工

作。”老陈语气坚定、目光专注。小蘑

菇倾注了他一辈子的心血和梦想。

下定决心要转型
陈林根是浙江嘉善姚庄人。

2010年，他来到廊下镇中联村，创

建上海联中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开

始传统蘑菇种植。但随着蘑菇产业

的发展，他渐渐发现传统的种植方

式一年只能种2茬，效益比较低下。

转机发生在2012年，陈林根受

邀去北京参加一个食用菌论坛，见识

到了荷兰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理念，在

上海农科院带领下去荷兰考察时，

荷兰专家说：“你们姗姗来迟了十年

啊！”这句话更是让他下定决心，把

最先进的工厂化种植模式搬回家。

资源价值最大化
在廊下镇的大力支持下，2014

年，联中斥资2亿元打造双孢蘑菇工

厂化种植，占地面积110亩，亩产值

高达200万元，年产量是传统种植的

30倍。2020年陈林根又投资1.6亿元

开发二期项目，今年将建设完成，投产

后将年产三次发酵培养料8万余吨，

预计合作社年销售额约2.5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联中工厂化生产

模式还做到了农业生产的绿色循环，

合作社培养料来源于回收的“水稻秸

秆”和“鸡粪”的再加工，而生产蘑菇

后废弃的培养料还可以作为农业肥

料还田。二期项目建成投产后，生产

后可利用的有机肥年产12万吨左右。

突破卡脖子技术
由于目前国内工厂化双孢菇生

产菌种全部依赖进口，国内蘑菇产业

很难突出重围。在解决了蘑菇生产

硬件条件的同时，陈林根早在2014

年就开始与上海市农科院食用菌所

黄建春研究团队合作。

2017年，团队正式开始选育双

孢菇新品种K6，经过5年的反复试

验、测验，目前该品种品性稳定，专

家预测新品种将有望改变双孢菇工

厂化生产菌种依赖进口的局面。

走共同富裕之路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

富”。这句话陈林根一直在身体力

行。联中通过统一提供基质料（培养

料）、统一生产模式、统一技术指导，

带动周边农户发展，形成了“三五牌”

产业化联合体，即“投入500万元，产

出500万元，净收入50万元”，构建了

绿色循环发展、合作社联农带农和农

民增收致富的“三赢”新模式。

在联中的带领下，廊下镇一个个

“蘑菇房”接连成片，成为名副其实的

“蘑菇小镇”。截至去年，廊下镇有

蘑菇生产单位28家，全上海每天消

费的200多吨双孢蘑菇中，有30多吨

是联中品牌。 本报记者 屠瑜

打造“蘑菇小镇”
带领农户共同富裕

陈林根曾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

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农村创业创新

优秀带头人等荣誉，也是上海市第十

二次党代会代表。在他的带领下，上

海联中食用菌专业合作社不仅是长

三角地区最大的工厂化双孢蘑菇种

植基地，更带动了周边一大批传统菇

农走上转型升级的致富道路。

■ 的州河华政段打造的“点带十点”观观
者报记者 钦中钦 摄

新征程 奋进者

——上海联中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党支部书记陈林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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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有没有发现，近来咱们申

城蓝天白云越来越常见。烦闷的时

候望一望水晶天里的朵朵“棉花

团”，烦恼也消除不少。上海市生态

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程鹏日前透

露，将进一步保持及扩大这个“战

果”，到2025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更将达到90%以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

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上海坚决贯

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城乡环境

面貌焕然一新，不仅是天更蓝，水也

更清，人民群众的满意度、获得感明

显提升。2020年反馈的第二轮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指出：“上

海市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走在全国前

列。”党中央对各省市污染防治攻坚

战考核，上海连续两年均为优秀，其

中2020年度排名全国第一。

源头防控调整结构
推广新能源汽车67.7万辆
申城不断加大能源、产业、交通

和农业等“四大结构”调整力度，培

育绿色低碳发展新动能。十年来，

累计完成市级产业结构调整项目1

万余项，金山地区、桃浦、南大、吴泾

等重点区域加快绿色转型；2010年

以来，上海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

和单位GDP能耗累计降幅均超过

50%。截至2021年底，累计推广新

能源汽车67.7万辆，轨道交通通车

运营里程继续保持全球第一，绿色

建筑规模达到2.89亿平方米，装配

式建筑推广力度全国领先。

水体水质越来越好
从黑臭河道到水上漫游
这十年，申城坚持清水为民、还

岸于民，2018年基本消除黑臭河道，

2020年基本消除劣V类水体，从根

本上解决了河道污染。2021年主要

水体水质优于Ⅲ类比例达80.6%，为

历史最高水平。四大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稳定达标。黄浦江、苏

州河、淀山湖等重要河湖水生生物

多样性指数、鱼类数量均呈增长趋

势，土著鱼类种群重现，水清岸绿、

鱼翔浅底的生态美景再次显现。

黄浦江、苏州河中心城区核心

段两岸全线贯通，苏州河水上旅游

航线正式开通，从“工业锈带”变身

“生活秀带”，“一江一河”已经成为

上海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蓝天白云常常见
PM2.5年均浓度下降显著
上海努力改善空气环境质量，

水晶天变多了，蓝天白云渐成常态，

2021年PM2.5年均浓度达到27微

克/立方米，较2013年的62微克/立

方米下降56%，为有监测记录以来

的最低值。与此同时，上海坚持以

老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为准

则，努力解决威胁农产品安全和人

居环境健康的土壤问题，受污染耕

地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均达到

100%，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

打造宜居城市
空气优良天数将达90%以上
秉承“人民城市”理念，生态空

间大幅提升，截至2021年底，上海

森林覆盖率达到19.4%，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达到8.8平方米，“环、楔、

廊、园、林”生态格局基本形成，城市

变得更休闲、更宜居。

接下来，申城将坚持绿色低碳

发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9

月5日，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迈向建

设美丽上海新征程的实施意见》，

部署了水、气、土等8个污染防治

专项行动，提出一系列约束性指

标，包括到2025年全市PM2.5年均

浓度稳定控制在30微克/立方米以

下，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90%以上等。 本报记者 郭剑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