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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9 月 21 日电（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李晨赫）
今天上午，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在邮政快递业助力扶

贫攻坚有关情况发布会上说，2014 年以来，邮政快递

业共解决农村地区超过 150 万人的就业。仅今年前 8 个

月，邮政快递业就为农村地区新增就业岗位 15 万个。

“ 我 们 这 个 行 业 是 劳 动 密 集 型 行 业 ， 说 得 朴 素 一

点，你一天能送 150 个包裹，基本上就能稳定一个人的

就业。”马军胜介绍，按照我国一年增长 100 亿件包裹

计算，平均一天增加 3000 万件，按照每人 150 个计算，

能 够 解 决 20 万 人 的 就 业 。 邮 政 行 业 吸 纳 就 业 能 力 较

强，每年吸纳就业都在 20 万人以上，占全国新增就业

比例超过 2%。

除了吸纳就业，快递行业为贫困地区打通了“工业

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渠道。

据马军胜介绍，从 2014 年国家邮政局启动“快递

下乡”工程以来，“快递下乡”覆盖率从 50%增至今年 8
月 底 的 97.7%。 去 年 一 年 ， 邮 政 快 递 在 农 村 收 投 包 裹

150 亿件，平均一件约 60 元，支撑“工业品下乡”和

“农产品进城”超过 8700 亿元。

同 时 ， 马 军 胜 直 言 ， 中 国 快 递 取 得 的 成 就 ， 有

97.6%是乡镇层面的，只有 40%左右的快递能够真正进

入村里。其余都需要农民去乡里自取。按照农村 220 亿

件包裹计算，有 150 亿件包裹需要农民去乡镇自取。这

个问题解决了，将会为脱贫攻坚作出大贡献。马军胜提

到，国家邮政局将瞄准这个目标继续努力，力争用 3 年

时间解决这一问题。

马军胜：只有 40%的快递能够真正进入村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林

张 笑 总 会 随 身 带 着 一 个 小 药 瓶 ， 空

的。这是她 2016 年从台湾带回来的，里

面装着治病的特效药。

因为患有黏多糖贮积症 I 型这种罕见

病 ， 27 岁 的 张 笑 仍 然 保 持 着 童 年 的 身

高，一度无法自己完成洗头、穿袜子等动

作，走路也得小心翼翼。这是一种溶酶体

累积病，目前无法彻底根治，最有希望的

疗法是特异性酶替代治疗和基因治疗。

今年 6 月，被视为治疗黏多糖贮积症

I 型特效药的注射用拉罗尼酶浓溶液 （商

品 名 ： 艾 而 赞） 获 得 国 家 药 监 局 批 准 上

市。9 月 18 日，国家医保局公示了 751 个

通过 2020 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形式

审查的药品，艾而赞入列。但医保目录调

整的流程漫长而复杂，艾而赞要纳入医保

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张笑和病友们陷入了另一个困境：不

是 无 药 可 用 ， 但 却 用 不 起 。 查 阅 医 学 资

料，张笑了解了艾而赞在国外的定价，那

是一个绝大多数患者都负担不起的价格。

目前，在我国获批上市的 55 种罕见

病治疗用药中，已有 32 种被纳入国家医

保药品目录，适用于 19 种罕见病。张笑

很希望艾而赞能被纳入医保目录，但她也

明白这个过程有多不容易。

“能活到现在，我已经赚了。”面对医

生和护士，张笑经常这样说。看到越来越

多罕见病用药纳入医保目录，她心里又燃

起了希望。

他们也许还有更多选择。

一药难求

因为并发症，张笑的视力不好，爬坡上

坎时还有些颤颤巍巍，但从地铁站、公交站

到协和医院门诊楼的那段路却走得非常稳

当。从 1997 年被确诊为黏多糖贮积症 I 型

开始，她就一直在北京协和医院就医。

在这里，身材小小的张笑是个“小明

星”。从医生护士，到门口保安，许多人

都认识她。近 20 年来，她一直在这里看

病，从协和的老楼看到新楼，从儿科看到

物理医学康复科。有医生打趣：“哪个医

生更好说话，笑笑没准比我们还清楚。”

张笑来自一个普通的职工家庭，为给

她看病，家里花费甚巨。大专毕业后，张

笑只身“北漂”，在北京一边工作一边看

病。求医多年，她跟很多专家都认识，有

号贩子看上这一点，撺掇她一起倒卖专家

号，但她一次也没同意。

她确实很需要钱。微薄的工资只够她

在北京基本的生活，要看病、买药还得想

别的办法。从初中开始，她就有了存钱的

习 惯 ， 有 时 是 五 毛 一 块 ， 有 时 是 十 块 一

百，攒到今天终于凑够了买艾而赞的钱。

“我就想在有生之年能打上一针，体验一

下身体里面有那种酶是什么感觉。”

能用上药，能看到特效药进医保，是

许多罕见病患者的共同愿望。

“我们也经常会觉得没希望，但每次

看到有其他的罕见病进入罕见病目录，或

者 被 纳 入 医 保 了 ， 总 会 觉 得 更 有 奔 头 。”

刘金柱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被称

为“涛子哥”，是北京蝴蝶结结节性硬化

症罕见病关爱中心的负责人，也是这种罕

见病的患者。

这是一种个体差异较大的罕见病，常

常累及多个器官和系统，很容易被误诊及

延 误 治 疗 。 患 者 的 救 命 药 是 氨 己 烯 酸 片

（商品名：喜保宁），但在境内尚未获批上

市，既没有厂家生产也没有商家销售，大

多数患者只能找人代购。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一些蝴蝶结结节性硬化症患者一度

还要合着“拼药”，所幸这一局面从 4 月

底开始逐渐得到缓解。

“‘涛子哥’他们都在坚持，我们有

什么不能的。”并蒂莲关爱中心发起人钟

琪 （化名） 说。她是另一种罕见病——基

底细胞痣综合征的患者。这是一种常染色

体显性遗传的罕见病，因为太过罕见，许

多医生都诊断不清楚，她在网上也只找到

寥寥几个病友。

前几天，刘金柱和钟琪都在北京参加

了一场罕见病群体的合作交流会。刘金柱

把 这 种 交 流 活 动 视 为 罕 见 病 界 的 武 林 大

会：“就像金庸小说里的帮派，偶尔开武

林大会碰一下，其实还是应该多碰一碰，

多交流一下。”

罕见病用药如何进医保

在上述罕见病交流活动上，各种罕见

病患者、病友组织，以及医药企业、政府

机构人士聚集在一起，讨论了许多议题。

其中，最重要又最敏感的一个议题是——

罕见病用药该如何纳入医保？

近年来，全社会对罕见病群体的关注

逐 渐 增 多 。 2018 年 《第 一 批 罕 见 病 目

录》 出 台 ，2019 年 全 国 罕 见 病 诊 疗 协 作

网 成 立 ， 此 后 多 项 罕 见 病 支 持 政 策 不 断

出台。

蔻德罕见病中心发布的 《中国罕见病

医 疗 保 障 城 市 报 告 2020》 指 出 ， 截 至

2020 年 5 月 18 日 ， 以 《第 一 批 罕 见 病 目

录》 为统计依据，有 38 种罕见病药物被

收录在国家医保目录中，涉及 21 种罕见

病。还有 14 种“罕见病药物”（其治疗的

8 种疾病虽然尚未被收录于 《第一批罕见

病目录》，但已经是国际社群广泛认可的

“罕见病”） 也已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中。

地方层面在医保和医疗救助上的灵活

探索，已经成为罕见病保障的重要推动力

量 。 据 了 解 ， 有 4 种 罕 见 病 （包 括 戈 谢

病 、 庞 贝 病 、BH4 缺 乏 症 和 高 苯 丙 氨 酸

血症） 已被部分省市纳入当地医保支付或

医疗救助中，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

地区罕见病患者的用药及需求。

例如，山西、湖南、浙江、四川成都

等省市已尝试将 部 分 罕 见 病 药 物 纳 入 省

级 或 市 级 大 病 保 险 用 药 范 围 ， 在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报 销 之 外 的 费 用 ， 由 大 病 保 险 来

承 担 ， 报 销 额 度 从 几 万 元 一年到几十万

元一年不等。

2015 年，浙江省将思而赞等 3 种罕见

病特殊药品纳入大病保险支付范围。2018
年，浙江又将地拉罗司、醋酸兰瑞肽等 8
种罕见病药物与其他 20 种药物一起纳入

大病保险支付范围。

此外，浙江还在全国第一个建立省级

统筹的罕见病用药保障专项基金，按每人

每年 2 元标准，实行全省统一保障范围、

统一待遇水平、统一诊治规范、统一用药

管理。据蔻德罕见病中心测算，浙江省每

年 罕 见 病 用 药 保 障 专 项 基 金 可 用 预 算 为

1.09 亿元。

不 过 上 述 报 告 也 提 醒 ， 目 前 仍 有 14
种罕见病涉及的所有治疗药物均未被纳入

我国医保目录，其中高值、特别昂贵的药

物保障问题尤为突出。

前段时间引起广泛关注的 70 万元一

针的“天价药”——诺西那生钠注射液就

是其中的缩影。这是一种罕见病脊髓性肌

萎 缩 症 （SMA） 治 疗 的 特 效 药 。 在 一 些

国家，这款特效药已被纳入医保，或者有

其他药品福利计划，购药成本大大降低。

而在中国，因为这款药在 2019 年 2 月才获

批 上 市 ， 错 过 了 参 加 当 年 医 保 谈 判 的 机

会，没能纳入医保。

如何摸清“家底”

对 于 上 述 SMA“ 天 价 药 ” 的 问 题 ，

国家医保局曾回应称，“除了药物的原材

料 、 研 发 成 本 等 ， 药 企 也 会 考 虑 利 润 问

题”，该药处于市场垄断，已被纳入医保

谈判日程。暂未拿到医保谈判“入场券”

的诺西那生钠注射液原研药企渤健公司也

公开表示，正在积极争取推动罕见病药物

进入医保。

罕见病用药纳入医保，是大多数罕见

病 患 者 的 共 同 心 愿 ， 但 从 医 保 的 角 度 考

虑，罕见病用药支付仍然是个复杂的决策

过程。病人有多少？都在哪里？有哪些用

药需求？在决定是否纳入医保前，一系列

问题都等着回答。

2010 年 ， 中 华 医 学 会 遗 传 学 分 会 将

罕见病定义为患病率低于 50 万分之一的

疾病，或新生儿发病率低于万分之一的遗

传病。北京大学医药管理国际研究中心主

任史录文表示，照此估算，我国罕见病患

者大约有 2000 万人，这是一个庞大的弱

势 群 体 ， 其 治 疗 所 需 “ 孤 儿 药 ”（罕 见

药 ， 用 于 预 防 、 治 疗 、 诊 断 罕 见 病 的 药

品） 的可及性亟待提高，罕见病的法律制

度设计、政策应对等方面也远远滞后于医

学发展和社会需要。

一系列问题不仅困扰着政策研究者，

也是许多罕见病患者及家属的关切。

90 后 王 军 的 小 侄 女 是 戈 谢 病 患 者 ，

他从 2016 年开始积极参与戈谢病防治的

社会倡导工作。他的家乡山西，已经将戈

谢病治疗药物纳入省级医保统筹。但他有

些遗憾地告诉记者：“我们能联系到的病

友 大 概 就 三 四 百 人 。” 而 按 发 病 概 率 估

算，全国应该有戈谢病患者上千人，“但

这些人在哪儿，我们不知道”。

刘 金 柱 接 触 了 很 多 罕 见 病 患 者 及 家

属。他说，因为大多数罕见病都是遗传疾

病，所以很多父母都不愿暴露自己或者孩

子的身份，也不太愿意参与病友组织的交

流活动。

钟琪则有更直接的担心——公开身份

后会影响本职工作。她是一位公务员，此

前多年体检结果都没有异常。她还一度为

罕 见 病 感 到 自 卑 和 愧 疚 ，“ 感 觉 自 己 欺

骗 组 织 了 ”。 但 她 后 来 才 了 解 到 ， 许 多

医 生 也 不 了 解 她 最 后 确 诊的基底细胞痣

综合征。“帮我确诊的医生也就接触过 2
个病例。”

中 国 罕 见 病 联 盟 发 布 的 《2019 年 中

国罕见病综合社会调研》 显示，在对全国

44761 名医务工作者开展调研后发现，有

65.9%的受访者不了解罕见病，38.5%的受

访者从未诊治过罕见病，只有 12.5%的受

访者熟悉国家罕见病政策，有 43.1%的受

访者表示罕见病医疗信息获取困难。

怎么摸清罕见病群体的“家底”？在

8 月 22 日 举 行 的 2020 第 二 届 罕 见 病 合 作

交流会上，北京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副院

长张抒扬教授指出，出台罕见病目录、开

展病患大数据分析和打造全国罕见病诊疗

协作网，是近年来为支持罕见病群体在顶

层设计上推出的三大举措。

据介绍，国家卫 健 委 医 政 医 管 局 已

组 建 由 全 国 324 家 医 院 组 成 的 罕 见 病 诊

疗 协 作 网 ： 由 北 京 协 和 医 院 提 供 多 学 科

综合诊疗、远程医疗支持，32 家省级牵

头 医 院 接 收 区 域 转 诊 ， 实 施 诊 疗 方 案 ；

291 家成员医院进行患者初诊判断，汇总

上报病情。

此外，国家卫健委指导建立了中国罕

见病诊疗服务信息系统，实现病例直报，

目 前 已 有 40 余 万 条 罕 见 病 诊 疗 服 务 信

息。北京协和医院还率先建设了罕见病临

床队列研究和注册登记系统，从 2016 年

12 月运行至今，已有 54840 例罕见病注册

登记档案。

“只有深入了解全国罕见病发病基数、

哪些疾病相对高发，了解哪些疾病更易致

残、致贫、危及生命，才能向国家建言献

策，有助于国家合理科学作出规划。”张抒

扬说。

怎么跑赢用药“最后一公里”

对于患者规模的数据，赛诺菲特效药

事业部罕见病与罕见血液病疾病业务负责

人俞蕾也非常关心。在她看来，一些罕见病

用药若想享受医保谈判资格，还需要经过

清晰的基金测算，这就需要患者数据。

赛诺菲在罕见病领域耕耘多年，研发

了治疗戈谢病、庞贝病、“渐冻症”、多发性

硬化等罕见病的特效药，从 1999 年开始与

慈善组织合作，为一批戈谢病患者提供无

偿药品援助 20 年。

“之前是很孤独的，那个其实未必是一

个可持续的东西。”俞蕾认为，对于罕见病

用药问题，最关键的还是要建立可持续的

模式，其中的关键是政府、企业和患者都要

付出最大的努力，建立起“1+N”多方共付

的合作模式。

这也是业内较为认可的罕见病用药支

付保障模式，其中“1”指的是医保，“N”指

的是其他途径。

病痛挑战基金会秘书长王奕鸥认为，

任何一方都无法独自解决罕见病的挑战，

需要“价值共创”的合作，患者、医生、政府、

企业等，可以探索不同模式，推动各相关方

共同参与，通力合作。

自 2018 年发起设立以来，病痛挑战基

金会的罕见病医疗援助工程已募集 700 余

万元善款，帮助 500 余名罕见病患者。据王

奕鸥介绍，这项工程能在已有罕见病保障

政策的地区发挥作用，比如在贫困家庭自

付费用 10 万元上限封顶的情况下，该工程

提供上限为 5 万元的援助金，作为政府的

补充力量。

俞蕾提到，在医保压力较大的情况下，

引入商业保险的合作很值得尝试。普惠型

商业保险也可以保障罕见病等重大疾病的

治疗，但前提是很高的参保率，这就需要政

府机构的参与。

事实上，此类尝试已经在广东佛山悄

然开始。今年 1 月 1 日起，佛山实施商业

补充医疗保险“平安佛医保”，2020 年该

保险缴费标准为 185 元/人/年，可最高报

销 239.6 万元。有别于一般商业保险，该

保险不排除儿童、高龄老人、已患病人群

（含重大疾病患者），无等待期、无目录限

制，保障范围涵盖住院及门诊慢性病种、

门诊特定病种和癌症特药。

作为药企人士，俞蕾坦言“1+N”模

式 中 的 “1”（医 保 政 策） 是 最 重 要 的 ：

“没有这个‘1’，剩下的是很难集合成力

量的。”

百济神州中国区总经理兼公司总裁吴晓

滨也认为，要解决罕见病用药的保障问题，最

重要但也最难的还是政策层面的推动。

如果从事罕见病用药研制的人很少，

又没有医保，药企也没办法研发药品。在

他看来，罕见病人群规模小，但罕见病用药

所需要的研发时间、资金和费用可一样都

不少，急需特殊政策来帮助简化审批流程。

“发达国家都有政策，我们国家现在

在 逐 渐 建 立 这 个 政 策 ， 可 以 再 快 一 点 。”

他说。

经常一药难求 还需摸清“家底”

罕见病用药进医保之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晨赫

19 省 40 余县！这是国家食用菌产业技

术 体 系 首 席 科 学 家 张 金 霞 交 出 的 扶 贫 答

卷。从 1987 年技术支援国家贫困县湖南永

顺开始，张金霞已经在科技扶贫的道路上

耕耘了 33 年，也让小蘑菇成了脱贫致富的

大帮手 。今年 ，她被提名全国扶贫攻坚奖

创新奖。

从 装 满 废 罐 头 瓶 的 洗 衣
盆出发

从 河 南 到 湖 北 ，从 陕 西 到 甘 肃 ，从 贵

州到广西，张金霞深入贫困县现场指导菌

种 生 产 、 栽 培 管 理 、 保 鲜 加 工 和 菌 渣 利

用 ， 对 当 地 的 技 术 中 心 进 行 指 导 。 其

中 ， 最 有 代 表 性 的 技 术 支 持 ， 便 是 河 北

省 承 德 市 平 泉 县 。 如 今 ， 平 泉 县 依 靠 小

小 食 用 菌 ， 摘 掉 了 贫 困 的 帽 子 ， 更 赢 得

了“中国食用菌之乡”的美誉。

平泉县位于燕山-太行山山脉。在平

泉 ， 食 用 菌 种 植 已 经 有 30 年 的 历 史 了 ，

当 地 农 法 生 产 已 经 有 九 成 以 上 达 到 适 度

规 模 。 但 直 到 本 世 纪 初 ， 平 泉 依 旧 没 有

摘掉贫困县的帽子。

适 逢 2000 年 年 初 ， 全 国 食 用 菌 产 业

高 速 发 展 ， 商 业 版 图 重 塑 ， 平 泉 县 的 相

关 领 导 和 群 众 也 想 乘 上 这 股 东 风 ， 走 上

扩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道路。

但这热情被张金霞浇了“冷水”。为

啥？

这 与 她 对 我 国 食 用 菌 市 场 的 把 握 密

不 可 分 。1981 年 张 金 霞 硕 士 毕 业 后 ， 一

头 扎 进 食 用 菌 的 科 研 领 域 。 她 从 废 品 收

购 商 贩 那 儿 买 废 罐 头 瓶 ， 用 大 号 洗 衣 盆

清 洗 ， 手 工 拌 料 装 瓶 灭 菌 、 接 种 培 养 优

质 菌 种 ， 甚 至 到 农 民 家 里 为 农 民 制 作 菌

种，走家串户进大棚指导农民种蘑菇。

从 装 满 废 罐 头 瓶 的 洗 衣 盆 出 发 ， 张

金 霞 成 长 为 国 家 食 用 菌 产 业 技 术 体 系 首

席科学家、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

学家。有 20 项食用菌的国家 （行业） 标

准都由她参与制 （修） 定。

蘑菇种植太“金贵”

“太辛苦，风险太大，技术含量太高太

密集。有一点儿闪失，就出毛病。”张金霞

太 了 解 蘑 菇 种 植 多 金 贵 —— 今 年 多 下 两

场雨、夏天有两天特别热 ，之前的努力可

能就全白费了。

然 而 种 蘑 菇 的 地 区 ，很 多 都 是“ 穷 地

方”。这个被不少人认为门槛低的产业，成

为很多地方摆脱贫困的首选。

种蘑菇的门槛确实低：买块大塑料布

挡风 ，编个草帘子遮光 ，光热条件就算能

调控了 。钱多有钱多的干法 ，一两千元的

投入也有产出。“精心着点儿，就差不多能

有收入。”满足“精心”的前提，是科学素养

达到基本水平。

在 村 里 ， 张 金 霞 叮 嘱 农 户 ， 温 度 上

来 了 ， 快 把 帘 子 撩 起 来 ， 要 不 里 面 蘑 菇

该捂坏了。

“ 好 嘞 ！知 道 了 ！”农 户 答 应 得 痛 快 ，

但 可 能 没 当 回 事 儿 。 蹓 跶 回 家 才 想 起

来 ， 这 帘 子 还 挡 着 。“ 算 了 ！ 明 天 再 撩

吧！”可就这一夜，一棚的菌棒就可能烂

一大半，最后无钱可赚。

张 金 霞 告 诉 中 青 报·中 青 网 记 者 ，目

前 ，贫困地区的市场推广工作 ，有相当一

部分已经依靠政策扶持完成了。但科学素

质和生产技术这两课，还得经过长久的磨

练才能内化于心，最终锻造出在市场上硬

碰硬的能力。

张金霞说，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我

国食用菌迎来规模化农业栽培。2005 年前

后 ，食用菌行业迎来爆发期 ，专业化的食

用菌种植模式得以广泛推广应用。如今经

过近 40 年的发展，食用菌已经从规模性增

长转为提质增效型增长。产品的质量和市

场价值决定着生产的价值。为此，她建议，

平泉继续保持农法栽培、夏季菇、单元适

度规模生产的生产模式 ，更新品种 ，改造

菇棚，提升夏季菇的品质。

如 何 提 质 增 效 ？ 必 须 从 技 术 上 想 办

法 。 夏 天 最 热 的 时 候 如 何 降 温 、 冬 天 最

冷 的 时 候 如 何 升 温 ？ 条 件 都 满 足 了 ， 才

能种出优质菇。

因此，每到夏季出菇的季节，就是张

金霞最忙碌的时候 。2018 年以来 ，她带领

团队常驻平泉。在平泉县的 400 多天里，她

们不停地试验，终于攻克香菇菌种质量控

制 技 术 难 关 。“ 试 制 的 菌 种 棒 单 产 提 高

15.3%-25%，优质菇率提高了 40%，纯利润

增加 0.9 元-1.35 元/棒。假设贫困户采用本

项技术种植 1 个大棚，种植食用菌 1 万棒，

纯利润能够增加 9000 元-1.35 万元。”这项

新技术预计在 2020 年将为平泉菇农增加

纯 收 入 5.4 亿 元-8.1 亿 元 ，并 已 经 在 辽 宁

凌源、河南卢氏、湖北随州、贵州安龙等地

贫困县广泛推广。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平泉香菇成为我

国夏季优质香菇的代名词，平泉县于 2018
年 4 月退出贫困县序列。

打开致富之门的金钥匙

六 盘 山 区 、秦 巴 山 区 、武 陵 山 区 、燕

山-太行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大兴安岭

南麓山区、大别山区等连片特困地区 ；甘

肃舟曲、川藏高原的雅江、亚东、新疆伊犁

的 察 布 查 尔 等 贫 困 县 ⋯⋯ 张 金 霞 马 不 停

蹄 。为了给当地财政节约资金 ，坐着长途

汽车奔波，白天工作、夜间赶路是常事。近

几年 ，她也欣喜地看到 ，脱贫攻坚工作给

食 用 菌 种 植 业 带 来 了 新 的 机 遇 。一 些 经

验，具有推广价值。

例 如 ，为 啥 平 泉 能 做 成“ 中 国 食 用 菌

之乡”？除了和京津冀等消费市场近、相关

政策有延续性之外 ，老百姓吃苦耐劳 ，才

是打开致富之门的金钥匙。

平 泉 海 拔 较 高 ，夏 夜 凉 快 ，甚 至 能 低

到 十 四 五 摄 氏 度 。在 这 种 温 度 下 采 摘 蘑

菇 ，蘑菇的后熟能够得到抑制 ，变老的速

度慢 ，能卖个好价钱 。当地种植户半夜一

两点，头顶着矿灯采蘑菇，不怕辛苦。

除了吃苦耐劳，张金霞发现，通过合作

社机制，企业被引入农村。贫困地区的农民

眼界被打开，思想上渐渐跟市场接轨。这是

真正从根本上帮助农民脱贫的办法。

食 用 菌 和 粮 食 不 同 ， 作 为 非 刚 需 的

食 物 品 类 补 充 ， 它 必 须 高 度 满 足 市 场 需

求。头脑灵活、对市场 把 握 更 准 确 的 农

户 ， 会 根 据 市 场 的 新 需 要 及 时 调 整 种 植

品 种 和 品 类 。 本 来 能 挣 一 块钱，换个思

路 能 赚 一 块 五 、 两 块 钱 。 同 村 的 村 民 看

到 了 也 能 效 仿 ， 这 就 是 小 小 蘑 菇 上 的

“先富带动后富”。

张金霞表示，目前，我国 85%左右的

食 用 菌 种 植 仍 以 农 业 化 方 式 为 主 。 这 种

投 入 门 槛 相 对 低 、 离 家 近 的 种 植 方 式 ，

更 适 合 农 民 。 不 过 ， 食 用 菌 市 场 也 接 近

饱 和 。 对 这 些 地 区 来 说 ， 当 务 之 急 是 尽

快与科研单位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同科

技机构展开服务合作。

一位首席科学家的扶贫路
“ 目 前 ， 贫 困 地 区 的 市 场 推

广工作，有相当一部分已经依靠

政策扶持完成了。但科学素质和

生产技术这两课，还得经过长久

的磨练才能内化于心，最终锻造

出在市场上硬碰硬的能力。”

经济调查

9 月 20 日，在菏泽市鄄城县旧城镇六
合社区（三合村村台），选房后王庄村村民
在办理用电入户登记。

经过三年的规划建设，9 月 20 日，位于
黄河滩区的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旧城镇六
合社区 （三合村村台）、七街村台、大邢
庄村台和安庄村台全部投入使用，首批迁
建 安 置 村 民 按 照 排 号 顺 序 ， 统 一 “ 选
房”，准备乔迁新居。

2017 年，山东省启动编制 《山东省
黄 河 滩 区 居 民 迁 建 规 划》， 通 过 外 迁 安
置、就地就近筑村台、筑堤保护、旧村台
改造提升、临时撤离道路改造提升等 5 种
方式，到 2020 年年底完成 60 万滩区群众
的迁建安置。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9 月 19 日，内蒙古锡
林 郭 勒 盟 锡 林 浩 特 市 宝
力 根 苏 木 的 牧 民 在 草 场
上打草。

金秋时节，生活在内
蒙 古 锡 林 郭 勒 盟 锡 林 浩
特 市 宝 力 根 苏 木 草 原 上
的牧民，进入了繁忙的牧
业生产季。他们一边忙着
运送牲畜出栏交易，一边
打 草 、收 草 捆 ，为 即 将 到
来的冬季做准备。

新华社记者
彭 源/摄

金秋草原
生产忙

安居梦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