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鲜食葛根栽培
将实施重庆地方标准

7月1日起，我市将实施《鲜食葛根种植技术
规程》地方标准。该标准为全国首个鲜食葛根地
方标准，规定了鲜食葛根种植技术规范和要求，适
用于鲜食葛根适生区的种植。

葛根为国家卫健委首批公布的药食两用植
物之一。鲜食葛根是以鲜食为目标的栽培葛根
产品，通常呈纺锤形，鲜食口感好，是少有的能
同时满足“粮袋子”“菜篮子”“果盘子”要求的
农作物。

《鲜食葛根种植技术规程》由重庆富葛实业有
限公司主导起草。该企业将“沟垄轮作”田间管理
技术纳入鲜食葛根富葛标准化种植技术应用中，
减少人工与机械化作业量，降低农业生产过程碳
排放，高效利用有机肥料，减少化肥使用量，逐步
提升土地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肥力。采收后的
废弃物以及加工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结合富葛药
食同源属性，通过有机菌种发酵，生产转化为饲料
添加剂，减少碳排放。

目前，重庆富葛实业有限公司正加紧建设核
心示范基地，包含不同地形的示范种植区、加工区
和展示区，并积极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以实现今
年在成渝双城经济圈推广规模种植达3000亩，其
中在大足推广种植1000亩。

大足融媒体中心 谭显全

酉阳：
在高海拔地区开展
中稻迟熟生产试验

虽已立夏，但在海拔较高的酉阳涂市镇，细
雨蒙蒙的天气让人觉得丝丝寒意。“叶龄5.8，苗
高24.5……”近日，在该镇涂家寨村五组的一块
田坝里，当地农业技术推广专家正在对试种的
水稻秧苗生长情况进行监测，并对数据进行记
录，一旁的村民们则忙着将培育好的秧苗进行
移栽。

酉阳县农业农村委开展中稻迟熟生产试验，
在涂市镇流转了20亩田地，对30个迟熟水稻品
种进行试种试验，自今年3月播种开始，每隔7
天，技术人员便会对不同品种的水稻生长情况进
行观测记录。

“通过试验试种，从中挑选最适合我县生长的
优质高效稻种进行推广种植。”当地高级农艺师王
雪金介绍，根据该县不同区域的地理及环境特点，
他们已在涂市、南腰界、花田等多个乡镇对60个
水稻品种进行了生产试验。

酉阳融媒体中心 石嘉黎

北碚：
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会客厅迎客

大美非遗精品，展示匠心传承。20日上午，
北碚区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会客厅在北碚旅游集
散中心开门迎客。

在会客厅内，叶脉画、点翠、苗绣、叶雕、北泉
面等20余项、200余件来自成渝地区的非遗产
品，吸引了不少市民近距离观赏，同时还能了解
各项非遗产品的制作技艺、挑选购买喜爱的非遗
产品。

北碚区近年来十分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与利用，先后命名非遗项目 166 项、非
遗传承人274人，并坚持以文化遗产拓展特色
产业，以特色产业培育优质企业，以企业发展带
动产业提升，以产业提升促进遗产保护，不断探
索非遗传承项目资助机制，推动非遗连接现代
生活。

接下来，当地还将建立非遗行业协会党组织，
建设集“传承培训、沉浸体验、展示销售、跨界融
合”等业态功能为一体的非遗交流中心，让非物质
文化遗产走进老百姓的生活。

北碚融媒体中心 田济申

云阳人和街道：
1500余只红桂鸡等你来挑

云阳县人和街道龙水村养殖了1500余只红
桂鸡，目前已可出栏销售。

这些红桂鸡都是散养的，以蔬菜、玉米混合饲
料为主，一般只能长到3-4斤。由于销售渠道不
畅、资金比较紧张，业主急寻买家，价格24元一
斤，可提供宰杀、快递服务。

联系人：黄舰锋；电话：15223594198
云阳融媒体中心 刘兴敏

綦江彭香村：
油桃采摘正当时

眼下，綦江区三角镇彭香村盆香生态农业
园内的油桃熟了，一个个红彤彤的桃子挂满枝
头。

盆香生态农业园种植有桃子40亩，包括油
桃、脆桃、水蜜桃、皮球桃等多个品种。油桃爽脆
细腻、桃香浓郁、果味甘甜，采摘期将持续到本月
底，采摘价格为6元一斤。

联系人：范女士；电话：18983952915
綦江融媒体中心 成蓉

□本报记者 颜安

“认识我的人都喜欢叫我‘张魔芋’，
因为脑子里面全是魔芋嘛。”

“魔芋是个宝，健康少不了，它是肠道
垃圾克星，帮你降脂控糖、通便减肥。”

……
张盛林有科研人的典型特征——安

静而沉默，然而一说起魔芋，他就滔滔
不绝。从1986年开始，这位中国园艺学
会魔芋协会会长、西南大学魔芋研究中
心主任，已在魔芋行业里摸爬滚打了36
年，从初生牛犊成长为行业的中流砥
柱。

西南大学是我国魔芋种植及产品研
发的“头号选手”，经过数届科研团队耕耘
研发，以云贵川渝地区为原材料生产基
地，以全国各地为销售网络，一幅辐射宽
广的“魔芋地图”逐渐成形，而掌门人就是
张盛林。

春夏之交是魔芋播种季，张盛林就特
别忙，今年4月他便受四川省乐山市沐川
县之邀，助其创建全国第一个魔芋科技
园，一待就是一个多月。

“不出意外的话，肯定是一直干、干到
退休，估计也是退而不休，肯定要再做一
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一辈子就干这一件
事。”面对记者，还有一年多就要退休的张
盛林侃侃而谈。

他的背包里随时装着衣
物，电脑和水杯一拿，马上就
可以出发

“运输的时候千万要注意，种芋一定
不能碰伤”“栽种的时候，种芋要轻拿轻放
……”

“喂，你好，我是张盛林。好，我争取
尽快到你们那里调研。”

一边现场指导村民科学种植，一边忙
着接各地的求助电话，这是张盛林最常见
的工作场景。

因为太多人向他咨询和求助，所以张
盛林随时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你看，这是我出差用的背包，里面随
时装着几件换洗衣物，电脑和水杯一拿，
带上手机和身份证，马上就可以出发。”张
盛林向记者展示。

为了方便到田间地头，张盛林已经
用过三辆车。第一辆车是个轿车，底盘
低，常常磕得到处都是伤，但张盛林还是
用它跑了近30万公里；第二辆车换成了
城市越野车，底盘高一点，跑农村更方便
了，又跑了 30 万公里；现在这辆车是
2020年7月才换的，越野性能更加突出，
不到两年时间已经跑了近6万公里。“一
般到各个基地都是自己开车，累是累一
点，但节约时间，随时去随时走嘛！”他笑
着说。

中国的魔芋种植主要集中在西南地
区，尤其以云贵川渝的约200个县为主，
而种植的主要区域又集中在高山地区，
久而久之，张盛林练就了一手过硬的驾
驶技术：“这200个县，我至少跑了一半
以上了。”

1985年，在西南大学（原西南农业大
学）蔬菜专业学习的张盛林被全国著名
的魔芋专家刘佩瑛教授“相中”，加入了
国家科委布置的一个魔芋课题。“当时老
师看我比较老实，又是农村来的，这些都
是搞科研需要的。更重要的，还是一个坚
持。”张盛林说。

一个提取魔芋精粉的实验，让张盛林
感受到了魔芋的神奇。

“那时候科研条件比较艰苦，要提取
魔芋精粉，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把魔芋
放进沙钵里，用杵把粉碎了的魔芋反复
舂，一边舂一边拿风扇吹掉淀粉。”张盛林
记忆犹新，“最后，在显微镜下的精粉亮晶
晶的，炫目又神奇。”

1986年 7月11日，张盛林正式到刘
佩瑛教授的科研团队报到，一干就是36
年。

中间不是没有过其他选择。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团队中有人感觉

大大小小的魔芋研究项目已做得差不多
了，陆续开始转换行业，还有人选择了“孔
雀东南飞”，到南方高校任教。

张盛林选择了留守：“我这个人有点
认死理，认准了一个行当基本就会一直干
下去，而且那时正是老师团队最薄弱的时
候，我怎么能走？”

世纪之交，又有人推荐张盛林到学
校去搞行政。他去了几天就又回到了
研究室，理由是“不适合，感觉身不由
己”。

之后，张盛林再没动过其他心思，潜
心书写自己的“魔芋人生”。

他用自己的专业和干劲，
让许多人不再惧怕“魔芋癌
症”软腐病

种魔芋不是件容易的事，栽过跟头的
不在少数。

与张盛林认识多年的重庆长赋农业
有限公司负责人冉隆元搞魔芋种植20多
年，中途曾因亏本一度放弃，最近在张盛
林的鼓励下，他又重操旧业。

“野生魔芋房前屋后随处可见，这让
很多人误认为种魔芋没有什么技术含
量。其实，魔芋很娇气，一旦哪个环
节处理不好，就会血本无归。”冉隆元
说，“魔芋种芋很重，但是表皮却很脆
弱，轻微地碰撞都能导致发病腐烂；在
防病上，魔芋的要求也很高……”

2009年，渝东南某县引种200吨魔芋
种芋。当时，该县负责引种的某部门负责
人在电话中跟张盛林谈到此事，深谙魔芋
特性的他立即追问细节，当得知引种及栽
种过程中有不少种芋受伤后，他立即提醒
要注意种芋防病工作等。

张盛林的提醒还是太晚了，种芋受伤
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那年秋季，该县播
下200吨种芋，但因软腐病收获的魔芋却
不足100吨，芋农对发展魔芋产业几乎失
去信心。

软腐病被称为“魔芋癌症”，其发病率
之高，传染性之大，一旦发生就很可能大
面积绝收。早些年，由于种植技术等各个
环节没有跟上，一些魔芋产区的软腐病发
病率高达40%以上。

这让张盛林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
了。每当魔芋播种和收获的季节，为了能
给当地农户以最直接的现场指导，他就直
接住到农民家里，蚊叮虫咬、粗茶淡饭，毫
不在意。

几年前，彭水县平安镇长坪村农户涂
兴素种了4亩魔芋，但因不懂技术，倒苗很
多，再加上软腐病的侵袭，亩产不到800
斤。种一亩魔芋成本要3000多元，魔芋市
场价2元多一斤，连本都收不回来。在彭
水，像涂兴素一样的村民大有人在。

“还好关键时候有张专家的帮助。”涂
兴素回忆，“他每隔十天半个月就要来一
次，啷个给土壤消毒、啷个整地、选种、施

肥、病害防治，都会及时给我们指点。”
那时候张盛林是科技特派员，他采取

“点面结合”的方式，帮助农户掌握正确的
魔芋种植技术：既举办培训班普及推广魔
芋种植、管理技术，也采取“一帮一”的方
式具体指导农户。

经过帮扶，芋农们的软腐病发病率被
控制在10%以内。涂兴素将种植面积扩
大到10多亩，亩产达到了2400斤，每亩获
利上千元。

这些年，张盛林在防治魔芋软腐病的
研究上取得了诸多成果，“中国魔芋产业关
键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应用”“秦巴山区魔芋
软腐病和白绢病综合防治技术研究”“魔芋
病害综合防治与丰产栽培技术推广”等研
究先后获得了国家有关部委、相关省份的
科技进步奖，并实现了推广运用，帮助了许
多县市的魔芋产业迅速崛起。

近年来，张盛林及其团队累计推广魔
芋种植120万亩以上，累计培训基层农技
人员3000人以上，培训农民3万人以上，新
增产值12亿元以上，带动数万农民增收。

他希望通过魔芋产品的
不断开发，让中国人吃得更
健康

今年59岁的张盛林，看起来却只有四
十出头的样子，满头黑发，身材也保持得
非常匀称。“这就是吃魔芋的原因。”他笑
呵呵地说。

“一些人对于魔芋产品有偏见，说魔芋
是‘发物’，吃了容易引发病症。那是因为
传统的作坊式制作，未能完全清除魔芋的
生物碱，导致消化紊乱，引发病症。”张盛林
表示，西南大学累积数十年的先进生产工
艺，能完全清除魔芋中的生物碱等杂质，
仅保留魔芋中的精华成分——葡甘聚糖。

早在2008年，国家卫健委对我国居民
膳食营养做过调查，显示民众膳食结构普
遍不均衡，后在“居民膳食营养指南”中建
议，我国人均每天膳食纤维的摄入量为
25-30g。而魔芋球茎中的膳食纤维含量
高达50%以上，经过精粉提取后含量可以
达到80%以上。

此外，魔芋在建筑、日化、医药和石油
钻探等领域和行业的应用也逐步深入，提
炼出的魔芋精粉可用于制作化妆品、香
皂、建筑涂料、墙漆、果冻等。

“大量的市场需求，也要求魔芋必须
规模化种植和实现全产业链发展，这些条
件正日益成熟。”张盛林说，从2015年开
始，魔芋精粉价格一路看涨，从4.5万元/吨
涨至 9.5 万元/吨，种植魔芋每亩可收入
5000元以上。如果实现规模化和全产业
链发展，收入还会更高。

“中央提出了要树立‘大食物观’的理
念，魔芋完全符合中央的政策要求和人们
的健康理念，可以成为重要的保健食品。”
对于未来，张盛林充满信心，“30年前，我
们西南大学的杰出校友袁隆平院士让中
国人民的肚子鼓了起来，30年后我们希望
用魔芋让中国人的肚子收回去。”

西南大学魔芋研究中心主任张盛林：

自驾60多万公里
只为让魔芋“魔力四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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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芋 学名叫蒟蒻（jǔ r uò），是一
种天南星科磨芋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主产
于我国的云贵川渝地区及邻近的湖北、陕
西等地，是我国山区发展的特色作物。

魔芋是可大量提供优质可溶性膳食
纤维葡甘聚糖的经济作物，葡甘聚糖具有
预防“三高”、改善肠道微生态等重要保健
功能。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魔芋保健功能认
知的加深，魔芋食品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
我国魔芋制品的开发在食品行业呈现出爆
发式的发展局面：魔芋丝、魔芋糕、魔芋面、
魔芋干、魔芋丸子、雪魔芋等凝胶食品产量
快速增长；魔芋方便面、魔芋饮料、魔芋杂
粮、魔芋罐头、魔芋果冻、魔芋仿生食品等
琳琅满目；魔芋膳食纤维、魔芋代餐粉、魔
芋减肥颗粒冲剂、魔芋米、魔芋休闲食品等
新兴魔芋食品发展势头正旺。

大量的市场需求，催生了种植需求。
据中国魔芋协会统计，2020年全国种

植面积约300万亩，而参考《中国魔芋种植
区划》，我国适宜魔芋种植的面积约为当前
面积的20倍之多。据业内人士推测，5至
10 年内，中国魔芋种植市场将达到至少
500亿元的规模。

未来我国魔芋产业的发展将不断延伸
产业链，深挖魔芋的功能性特征，发挥魔芋
可溶性膳食纤维的独特优势，开发出更多
高附加值的终端产品。

西南大学
魔芋研究中心
主任张盛林展
示商品芋。
（受访者供图）

【知识小百科】

4月28日，万盛经开区丛林镇永胜村，村民在废弃矿山采煤塌陷区复垦后的土地上种
植魔芋。 通讯员 王泸州/视觉重庆

近日，西
南 大 学 魔 芋
研 究 中 心 的
基地之一、云
南 省 西 双 版
纳 州 勐 海 县
魔 芋 种 植 基
地 的 村 民 们
正在播种。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