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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记者 曹润鑫） 秋意

渐浓，近日，随着葡萄采摘期结束，唐先

镇的果农们开始忙着在葡萄架下套种黑

木耳，增加收入。

记者在唐先镇志军家庭农场看到，

一排排菌棒交织而立，为秋收后的农场

注入了新的活力。果农方志军正将一

根根黑木耳菌棒整齐有序地摆放在保

湿棉上，不一会儿，葡萄架下就铺满了

白色的菌棒。

方志军拿着一根黑木耳菌棒说：“这

样的菌棒已经发好菌丝了，半个月左右

就会长出小木耳，差不多下个月就可以

采摘，能一直采摘到明年3月至4月。”

黑木耳为药食兼用胶质真菌，富含

蛋白质、维生素。今年是方志军首次尝

试在葡萄架下套种黑木耳，他说，黑木

耳种植周期较短、管理方便、见效快。

市场上烘干后的黑木耳零售价格在每

公斤 100 元左右，不出意外，今年种下

的 5000 根黑木耳菌棒预计会带来数万

元的收入。

果园中套种食用菌，不仅能在主产

农作物农闲期增加收益，而且食用菌也

可以作为有机肥为后续种植的水果提供

养分，形成“菌+果”的绿色循环发展。

“这些木耳采摘完，剩下的菌渣可以

作为有机肥，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能起

到疏松、改善土壤的作用。”方志军说。

葡萄架下种木耳
“菌+果”绿色种植
为果农带来额外收获

10月21日，作为2023方岩庙会活

动之一的“龙腾方岩”活动如期上演。

傍晚时分，在一阵敲锣打鼓声中，

四条布龙抵达方岩风景区南岩广场。

现场，四龙舞动，人声鼎沸，一派热闹

景象。

此次“龙腾方岩”活动中，来自方

岩镇下宅村和象瑚里村的四条布龙登

上方岩山。考虑到安全问题，两个村

的布龙出发时间间隔半小时，分别从

方岩天门路线和分流道路线上山。最

终，四条布龙在山顶的南岩广场汇合，

共同演出，将整个活动推向高潮。

据了解，每组布龙约有 60 名村民

参与，锣鼓队、扛旗队、舞龙队⋯⋯村

民们各司其职，沿着方岩步道拾级而

上，纵穿天门。天门又叫叩关，是由两

块对峙的虎口巨石形成的天然关隘，

相距只有一公尺左右，形成“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的局面。

“为了此次活动，我们提前一周开

始训练，大家的表现非常完美。”象瑚

里村村干部陈迎春说。据了解，龙灯

上方岩的习俗历史悠久，老百姓通过

这一活动来祈祷风调雨顺、事事顺心、

永葆安康。从以往的“板凳龙”到现在

的布龙，观赏性得到提升的同时，安全

也得到了保障。

一小时后，在方岩山顶的南岩广

场，四条布龙汇合，为游客展示了精彩

的布龙表演。伴随着有力的锣鼓声，

村民舞动布龙闪转腾挪，穿插翻滚，在

圆梦塔灯光的映衬下，格外好看。游

客纷纷掏出手机，记录下精彩时刻。

“我感到非常震撼，夜色之下，四

条布龙跟随各自的锣鼓节奏尽情舞

动，太好看了。”市民陈智毅一路跟着

布龙上山，当看到四条布龙一同舞动

的那一刻，登山的疲劳瞬间烟消云散。

市民童斐雅是第一次夜爬方岩

山，领略到方岩美丽夜景的同时，也感

受到了“龙腾方岩”活动的激情。“在圆

梦塔下看到四条布龙在飞舞，感觉非

常壮观。重阳节快到了，也想趁着这

次活动，来方岩给家里的长辈祈福，感

觉非常有意义。”她说。

在周围观众的叫好声中，参与舞

龙的村民也更加投入，四条布龙在逐

渐加快的鼓点声中追逐腾跃。“和平时

训练的感觉完全不同，在这么多的游

客面前舞动，大家都干劲十足，我们也

想把自己最精彩的一面展示出来。”方

岩镇下宅村村民周笑卿说。

融媒记者 王昊

布龙准备出发 布龙上方岩山

四条布龙一同舞动

纵穿天门 舞动南岩
方岩庙会“龙腾方岩”如期上演

家和万事顺 心系故乡情
芝英镇儒堂头村外嫁女回乡叙旧事话感恩

本报讯（融媒记者 何悦） 10 月

19日，芝英镇儒堂头村彩旗飘飘、灯笼

高挂，到处张贴着欢迎外嫁女回家的

标语，喧闹的锣鼓声伴随着人头攒动

的景象，热闹非凡。

当天，该村举办首届“感恩情 叙

旧事”外嫁女金花喜回娘家活动。外

嫁女们回乡与儿时的玩伴拍照留念、

畅聊生活、重温童年的回忆，并且借此

活动表达对父母长辈的孝心和对家乡

的感恩之情。

在优美的音乐声中，一场外嫁女

旗袍秀拉开了活动的序幕，她们穿过

田野、穿过老街。一个为老人洗脚的

活动表达了深切的孝心；一台精彩纷

呈的文艺汇演带给家乡父老“文化盛

宴”；一席合家欢乐的团圆饭把活动的

氛围推到高潮。

外嫁女旗袍秀 文艺汇演

本报讯（融媒记者 程卓一） 10月

20 日，记者来到方岩镇古竹畈村，走进

菌农何红美的灰树花种植大棚，只见破

土而出的灰树花呈短柄珊瑚状，成群成

簇旺盛生长。

趁着近期灰树花成熟上市，市民胡

金欧体验了一把采摘的乐趣。在菌农的

指导下，他小心翼翼地拨开菌根旁的泥

土，两手稍微用力，确保在不伤菌根的情

况下摘下灰树花。“我以前尝过灰树花，

很好吃。听说古竹畈村有农户种了很多

灰树花，今天特意过来采摘一些回去，送

给亲朋好友尝一下。”胡金欧说。

灰树花，俗称“舞茸”，是一种药食两

用菇类，口感鲜美、营养丰富，享有“食用

菌王子”的美誉。灰树花产量高，能为菌

农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去年，菌农何

红美开始种植灰树花。今年，何红美搭

建了种植大棚，预计产量能达到 500 公

斤。据了解，目前灰树花鲜菇市场价为

每公斤40元。

“现在有经验了，明年我还要再扩大

规模，多种植一点。”看着长势良好的灰

树花，何红美信心十足地说。

本地灰树花上市
农户说明年要扩大种植

果农在葡萄架下种黑木耳

成熟的灰树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