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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给河南省食用菌产业发展搭建交流与合

作的平台，《食用菌》专刊立足河南，面向全国，开

设人物风采、领导访谈、产业动态、产业园区、产业

天地、技术指导等栏目，所有稿件在大河网、中原

三农网等网络媒体同步推出，欢迎参与！
稿
约

产业天地

近年来，兰考县的食用菌生产受市场

价格及生产条件、加工技术等影响，一直

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大多是闲散农户家

庭作坊式经营，种植品种多、乱、杂，规模

与产量均徘徊不前。如何破除瓶颈，促进

食用菌产业健康快速发展，是兰考县委、

县政府亟须寻求的答案，并将其提上了重

要的工作日程。

“走出去”
学习先进经验转变思想认识

2017年3月~4月，兰考县副县长马

智良带领食用菌技术服务组成员，采取实

地调研、座谈讨论、考察学习相结合的方

式，先后到该县三义寨、东坝头、固阳、红

庙、仪封等乡镇实地调研，赴我省洛阳市、

清丰县、夏邑县和山西省沁水县等地学习

考察，听取奥吉特、润野食品、康傲、万家

等知名规模食用菌企业负责人的经验和

建议，通过对比从而全面了解兰考县食用

菌产业的经营规模、销售网络、技术力量、

发展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找准当地食用

菌生产上存在的生产规模小、技术更新

慢、加工能力差、市场竞争力不强等症结，

研究制定近期的食用菌发展规划。

“引进来”
工厂引领带动促进产业升级

2017年，兰考县政府出面，通过与奥吉

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接，在兰考县

东坝头镇张庄村建立工厂化食用菌生产

车间，引领带动全县食用菌生产的发展。

奥吉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

家以褐蘑菇、双孢菇基料生产，食用菌种

植、深加工与销售为主的农业高科技股份

制企业，注册资金12458.24万元，下辖基

料生产厂、出菇基地、食品加工厂、电子商

务公司等。公司通过 GB/T19001 和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具有独立进

出口经营权。公司的主营产品“奥吉特”

牌褐蘑菇、白蘑菇通过国家绿色食品和有

机农产品等认证，其中褐蘑菇产品曾获得

全国农产品加工洽谈会金奖。

奥吉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安排

周边农民工240多人就业，直接或间接带

贫229人（户），在职员工月平均收入3500

元左右。采摘蘑菇对工人的文化要求不

高，只要心细肯学、踏实肯干，普通村民培

训一个月便能上岗。目前奥吉特公司的工

人80%都是女工，之前因为要照顾老人和

孩子必须留守在家的家庭妇女都纷纷到奥

吉特公司上班，既不耽误照顾老人孩子，又

为家庭脱贫致富奔小康作出了贡献。

“大合作”
实现规模生产适应市场需求

一家一户种植一两个蘑菇棚，远远

不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工厂化生产食

用菌品质好、产量高，但投资较大，普通

农户（尤其是困难户）难以实现。

兰考县摸索出的以入股合作社（家

庭农场、种植大户）或承包合作社（家庭

农场、种植大户）的生产棚，在合作社

（家庭农场、种植大户）指导下开展订单

生产，既解决了单家独户的投资问题，又

解决了一般农户不知道种什么、卖给谁

的问题，保证其劳有所获，而且种得出、

销得掉、收益高。

截至目前，兰考县食用菌生产专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达到了16家，

公司化生产企业达到两家，满足工厂化生

产条件的有4家，生产品种集中在褐蘑

菇、赤松茸、羊肚菌、平菇、香菇、杏鲍菇、

木耳等品种上，品种多、乱、杂的现象不

复存在，年生产食用菌8341.2吨。

（兰考县农业农村局 程东祥）

泌阳亿健食品有限公司位于泌阳县

产业集聚区，是一家集食用菌研发、生

产、加工、贸易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也是具有独立进出口权的食用菌深

加工重点龙头企业。公司现有专业生产

线6条，主要生产速冻、干制、罐头、休闲

即食等20类系列产品，2020年产品

创汇3000多万美元，销售收入2.07

亿元人民币。

公 司 产 品 通 过 了 国 际

ISO9001、HACCP认证和英国零

售商协会BRC认证、犹太洁食认证

等相关认证，主营品牌有“菇乡菇香”

“菇达”“好菇事”等。

图为9月8日，该公司在加紧生产

休闲即食香菇脆。 许国奇摄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高

尿酸血症和痛风的患病率不断上升，并

逐渐成为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常见病、

多发病。临床上尽管只有10%的高尿

酸血症患者会发展成为痛风，但是越来

越多的研究显示，高尿酸血症与高血

压、冠心病、糖尿病等代谢综合征密切

相关，还可以导致尿酸性肾病，诱发肾

结石，严重影响人的生活和工作。

目前，治疗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降

尿酸药物主要有三种：别嘌醇，价格低

廉，上市时间长，但个别患者用后会出

现严重的皮疹；苯溴马隆，没有引起严

重皮疹的副作用，但是不宜用于肾结石

病人；非布司他，一种近年上市的新药，

尚未有引起严重药疹的报道，对肾脏毒

性反应也较小，但价格昂贵。因此，从

天然药用资源中寻找疗效确切安全、价

格低廉的降高尿酸药物具有重要意义。

近日，记者从省食用菌产业联盟获

悉，该联盟理事单位、河南大学国家食

用菌加工技术研发专业中心主任康文

艺课题组在省重大公益专项“食用菌功

能成分高效提取和保健食品创制关键

技术与产业示范”的支持下，以茯苓等

药食两用资源为主，结合中医药理论，

与河南中大恒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

作开发出一款降高尿酸固体饮料。该

产品通过药理学预测、动物试验证实，

可显著降低高尿酸血症大鼠尿酸水平，

可缓解炎症反应与肝肾功能损伤，目前

其企业标准已经颁布，产品生产许可已

获批准，有望给广大的高尿酸患者带来

福音。（本报记者郭明瑞通讯员王金梅）

河南信念集团于2016年进驻卢氏

县发展香菇产业，成立了林海兴华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投资2.8亿元在卢氏县

东明镇涧北村建成了这个占地320亩、

年产5000万只菌棒及附带40个现代化

大棚出菇基地的食用菌产业园。

该产业园是目前我国单场规模最

大、技术水平领先、自动化程度最高的

食用菌菌棒加工园区。自2017年12月

28日建成投产以来，该产业园生产的菌

棒供不应求，除了低价供给县域内困难

户外，还出口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

该产业园自主研发了德海2号、德海3

号等食用菌新品种，所产菌棒在产业园

内养菌结束，转移至出菇大棚后3天即

可出菇，可实现全年出菇、四季上市，而

且产量高，1万棒的菇棚5个月可产香菇

1万公斤以上，花菇率达80%以上。

该产业园采取“龙头企业+基地+合

作社+农户”模式，建设现代化香菇大棚

2000余座，直接组织3000余农户发展

香菇生产，示范带动全县3万余农户

11.8万余人专业从事香菇生产。该公司

生产的“有盼头”香菇获得第十九届中

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

（张海军）

近日，记者从河南省食用菌精深加

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获悉，河南省

食用菌产业创新发展论坛及科技成果、

商务合作对接会暨先进单位、人物推选

活动将于9月20日启动，旨在总结河南

食用菌产业取得的成绩，展现产业风

采，树立品牌形象。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乡

村振兴战略启动之年。全省各行各业

不断开拓创新，其中食用菌产业更是百

花齐放，涌现出了许多优秀人物与先进

企业。

本次产业论坛及科技成果、商务合

作对接会由中国菌物学会食用菌采后

与加工产业分会、河南日报农村版、河

南省食用菌精深加工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主办，河南大学国家食用菌加工

技术研发专业中心、河南大学乡村振兴

学院协办。

届时将邀请知名专家、行业领导、

媒体人按标准评审把关，评选结果将向

社会公布，并依托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媒

体矩阵予以大力宣传，为行业发展营造

良好的舆论氛围。 (本报记者郭明瑞)

工厂化生产 规模化种植
兰考县“走出去”“引进来”“大合作”破解食用菌产业发展瓶颈

9月9日~10日，第三届豫西夏季香

菇观摩暨省“四优四化”科技支撑行动

计划食用菌专项培训会在嵩县召开。

本次观摩与培训会由省农科院植

物营养与资源环境研究所、农副产品加

工研究中心和嵩县农业农村局承办，食

用菌主产县代表近200人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特别邀请了湖北省武汉市蔬

菜研究所所长汪志红前来传经送宝，与

会代表观摩了嵩县黄庄乡夏季香菇生

产基地和嵩县田湖镇双孢菇生产基地。

据记者了解，嵩县近几年大力发展

特色农业，已形成林、药、牧、烟、菌五大

主导产业，尤其是食用菌产业发展迅

速，异军突起。全县食用菌种植规模达

1.5亿袋，带动3万余户群众增收致富；

成立食用菌行业协会1个，会员单位达

79家；培育大型现代化菌棒厂8家、菌

种生产厂5家，打造现代标准化种植基

地70余个，建成中大型香菇保鲜冷库

40余座、香菇加工基地两个；食用菌产

业规模居全省县级第四位，培育出崧田

农业、源达农业、展宏菌业等一大批龙

头企业，创建食用菌“三品一标”品牌6

家。今年4月，“嵩县香菇”荣获全国名

特优新农产品称号，以羊肚菌、香菇酱

等菌类产品为主的“嵩上好礼”区域公

用品牌运行良好，深受市场欢迎。

据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郑州综

合试验站站长、省农科院食用菌团队负

责人康源春研究员介绍，从2018年开

始，该技术团队对口帮扶嵩县发展食用

菌产业，举办不同形式的培训班30多期，

培训人员3000多人次，发放技术资料

3000多份，培养当地产业技术领头人30

多人，增强了从业者标准化、规范化、精

准化的操作概念和无菌意识。技术人员

将收集到的52个香菇品种集中在嵩县不

同乡镇进行示范，从中筛选出适合当地

生态条件的优良香菇品种，加快了当地

优良品种的更新换代，提高了经济效

益。（本报记者郭明瑞通讯员袁瑞奇）

加强示范推广 见证科技力量
豫西夏季香菇观摩暨全省食用菌专项培训会召开

茯苓新饮料 可降高尿酸
省重大公益专项支持开发出缓解肝肾损伤、价格低
廉的药源新型降高尿酸药物

卢氏县林海兴华食用菌产业园

产业新闻

李政伟，出身农村，大学毕业后留

在城市当了一名人民教师。2005年，

他辞掉“铁饭碗”，在家乡洛阳市洛龙

区安乐镇狮子桥村成立奥吉特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从事蘑菇工厂化种

植。当时，国内的双孢菇和褐蘑菇工

厂化种植起步晚，技术落后，李政伟带

领公司的技术研发团队亲赴荷兰，学

习最先进的培养料制作和蘑菇种植技

术，并多次邀请荷兰、希腊、美国的技

术专家前来指导。结合当地生产实

际，经过几年的摸索，李政伟和他的技

术研发团队创新研究出双孢菇三次发

酵料制作工艺和褐蘑菇种植技术，蘑

菇的产量、质量在国内同行业遥遥领

先。

2011年，李政伟作为主要发起人，

牵头制定了国内褐蘑菇种植唯一的地

方标准——《河南省褐蘑菇工厂化生

产技术规范》，该标准通过专家论证。

因为在带动农民致富方面的突出

贡献，2011年12月，李政伟被省委组

织部等十部门联合授予“河南省优秀

农村实用人才”荣誉称号。因为对产

业扶贫贡献突出，奥吉特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先后被评为开封市扶贫龙

头企业和兰考县“巧媳妇”工程就业示

范基地，还被授予我省最具影响力爱

心慈善奉献奖。

产业扶贫是脱贫的必由之路。

李政伟深知自己和公司应承担的社

会责任，并坚信，只有积极承担社会

责任的企业，才是最具有竞争力和生

命力的企业。

2017年3月，李政伟响应国家产

业扶贫、金融扶贫号召，在证监会的大

力支持和帮扶下，在兰考县东坝头乡张

庄村投资9000余万元，建立了占地

115亩的食用菌工厂化种植基地，同时

建设标准化智能菇房60间，可年产双

孢菇6300吨。根据双孢菇产业链的特

点和兰考县实际状况，该基地发挥资

金、技术、设备、人才、销售渠道等优势，

通过秸秆收储——基料加工——蘑菇

种植——废料利用（有机肥）全产业链

促进兰考农业产业发展，带动农户增收

创收、脱贫致富奔小康。

蘑菇的采摘及包装需要大量工

人，因为要照顾老人和孩子必须留守

在家的家庭妇女只要心细肯学、踏实

肯干，培训一个月便能上岗。近年

来，奥吉特兰考基地直接为当地农民

提供工作岗位近200个，80%都是女

工。美丽的生产厂区，良好的工作环

境，规范的经营管理，让员工获得的

不光是经济收入，更是存在感、幸福

感和自身素质的提高。

村民高双阁曾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原来一直和爱人在外地打零工，

两个孩子和老人留在老家。2017

年奥吉特兰考基地投产后，高双阁

作为返乡人员被优先录用，现在已

经成为生产部的小组长，一个月能

拿到4000多元的工资。去年，她把

爱人也介绍进了公司，俩人的年收

入有近10万元，不比在外打工挣得

少，还能每天陪伴老人和孩子。奥

吉特公司的到来，吸引了大批像高

双阁这样外出务工人员返乡，昔日

沉寂的张庄村及附近村庄又恢复了

热闹。

脱贫攻坚战工作涉及方方面

面，奥吉特公司都主动参与，对公司

所在村镇给予力所能及的对口帮

扶。公司下属3个企业流转周边土

地300余亩，惠及群众300多户800

余人，有效推动了当地农业规模化

经营，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公司与

东坝头镇政府结合，对符合条件的

无劳动能力困难户按照1万元的到

户增收资金入股奥吉特公司，每年

每户固定收益 1200 元，直接带动

125户困难户实现稳定增收。公司

还积极探索创新社会扶贫“1+3”工

作模式，投入10多万元为困难户改

造危房、庭院，积极参与兰考扶贫

“五净一规范”活动。

特色产业扶贫 全产业链带动

劳务吸纳扶贫 留守也是春天

多种形式帮扶 拓宽增收渠道

展现产业风采 树立品牌形象
省食用菌产业创新发展论坛及科技成果、商务合作
对接会暨先进单位、人物推选活动将启动

产业园区

□本报记者郭明瑞通讯员付琳文/图

泌阳亿健
食品有限公司

人物风采

技术培训扶贫技术培训扶贫
鱼与渔两相授鱼与渔两相授

为了响应国家“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号召，奥吉特公司对所在村

镇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摸排，将有能

力、有毅力、能坚持的困难群众作为

帮扶对象。奥吉特商学院专门在兰

考县设立研发培训中心，组织接待全

县食用菌种植合作社成员、种植户、

乡村干部参观学习，为农户提供职业

培训，使农民工从体力工转变成技术

工，成为科学种田的新农人，有力地

促进了全县食用菌产业的发展。两

年来，奥吉特共接待培训100多批

次、各种讲座50多场次，合计2000

人次，发放各种技术资料1万多份，

还接纳20多名大学生到基地实习就

业。

探索扶贫模式探索扶贫模式
助推乡村振兴助推乡村振兴

结合自己12年来的食用菌种植

经验，李政伟带领公司将菇房小型

化、简约化、独立化、基地化，使之既

不失工厂化生产的优势，又更贴近农

户。他计划用2~3年的时间，在逐步

完善产业链条的基础上，在全县推广

建设20~30个小型高标准菇房基地，

届时可直接带动 5000~7000 人就

业，培育不低于2万人的新型技术农

民，间接带动不低于10万人参与食用

菌及其相关产业，使食用菌产业成为

兰考农业的支柱产业，实现产业扶贫

质的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