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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改革大活力 小香菇大产业

——推进农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竹山实践

竹山县委办公室 张辉

竹山县地处秦巴山区，林木资源较为丰富，是传统的食用菌产区，

过去主要以生产椴木香菇、木耳为主，产品主要外销到大中城市。随

着椴木资源的减少以及封山育林、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椴木栽培

逐渐停止，少数农户开始探索使用木屑、农作物秸秆等进行代料栽培，

种植的菌类主要有香菇、平菇、金针菇等，生产规模较小，产品主要

满足本地市场消费。从 2016 年开始，竹山县以产业结构调整为抓手，

以农产品供给侧改革为动力，积极探索以香菇为核心的食用菌集约生

产，香菇种植规模呈现“爆发式”增长，从 2015 年初始 50 万袋发展

到 600 多万袋，小香菇变成带领贫困山区群众致富增收的大产业。

一、探路农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背景

1、山清水秀，生态环境良好。竹山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季

风气候特征明显，地处汉江-堵河盆地高温区内，海拔多在 1500 米以

上，热量比较丰富，年均气温 10.2℃至 15．6℃，雨量丰厚充沛，是

发展食用菌产业的独特优势区域。同时，竹山地处秦巴山腹地，绿色

指数高，环境污染少，食用菌品质高，基于此，湖北随州裕国菇业股

份有限公司，慕名前往竹山投资建设从事香菇、茶叶生产、加工与出

口业务的“裕源食品公司”。

2、山场广阔，林木资源丰富。竹山国土总面积 357985.64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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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场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 67%，其中林地 284111.21 公顷，占 79.36%，

境内森林资源丰富，分布范围广阔，未受工业污染，与素有“华中之

肺”的神农架自然保护区毗邻，是国家南水北调最重要的水源地和水

土保护区，近年来通过退耕还林、植树造林、封山育林，积极发展农

村户用沼气等替代能源，森林植被覆盖率达到 61.24%。

3、劳力富足，就业市场巨大。当前，食用菌生产特别是香菇生

产，还属于劳力密集型产业，很多环节还须依靠大量人力。而食用菌

生产，对劳力要求不是很高，劳动强度不是很大，老人妇女都可胜任。

目前竹山留守群体中，绝大部分是老人和妇女，种植传统粮油作物劳

动强度大、经济效益低，恰好可改种食用菌。因此，发展食用菌可解

决山区农民当地就业问题，是适合山区农民增收致富的好项目。

4、脱贫所需，增收致富长远。推进脱贫攻坚，确保贫困户如期

脱贫是必须完成的一项政治任务。与其它适合山区的农业项目相比，

食用菌栽培具有投资小、周期短、见效快，技术要求不是很高，适合

多数农民参与，产品需求量大等优势，是山区贫困县产业扶贫的重要

项目，发展好食用菌，能为脱贫攻坚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

5、基础配套，交通物流便捷。近年来，竹山县高速公路相继开

通，农村交通条件大为改善，同时信息、网络、物流业得到空前发展，

全面拉近了竹山与外界的距离，打破了山区食用菌销售难这一瓶颈，

将高品质鲜菇通过冷链运输直销大中城市成为可能，为山区食用菌规

模化种植增添了“底气”。

二、推进农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做法成效

1、引进龙头企业，增强发展活力。随着资源环境管束趋严、市

场开放竞争趋紧，竹山传统食用菌生产小打小闹、自给自足的方式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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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时宜。仅靠本地一家一户作坊生产，食用菌产业难以实现绝处逢

生，必须借船出海借力发展。2014 年，县委招商引进湖北裕源食品有

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定址潘口乡龙王沟村，建

成占地面 170 亩，集食用菌、茶叶等特色农副产品生产、加工、研发、

销售及出口于一体的现代化厂房。创造了厂房一期工程当年建设、当

年竣工投产、当年实现出口创汇 200 万美元的“裕源速度”。为支持

企业发展，县委成立食用菌产业建设领导小组，出台《加快食用菌扶

贫产业建设的意见》，多次召开专题会和现场办公会研究解决企业发

展难题，2016 年裕源公司完成投资 2.6 亿元，总建筑面积 84600 平方

米：一是建设工业厂房 7000 平方米，引进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食用

菌加工生产线 4 条、茶叶生产线 6条，采用现代化、高标准生产工艺，

年深加工能力可达到食用菌 3000 吨、茶叶 2500 吨；二是建设 68000

平方米的食用菌科技示范种植基地，可种植食用菌 100 万袋，就近吸

纳 200 户贫困农户入园种植食用菌脱贫；三是建设 9600 平方米的农

产品交易市场，将成为鄂西北地区最大的食用菌专业市场，彻底解决

当地发展食用菌产业产品销售难，原辅材料购买难，优质菌种保障难，

学习种植技术难等难题。通过龙头企业带动，我县 10 多个乡镇发展

食用菌产业，2016 年全县食用菌种植量达到 600 万棒，较 2013 年增

长了近 60 倍。

2、注重品牌带动，提高产品质量。随着农产品消费需求由“吃

饱”转向“吃新鲜、吃安全、吃健康”，传统食用菌生产的干鲜品和

盐渍品,远不能满足现代消费需要。我们依托裕源公司，全面调整食

用菌产业和产品供给方向，主动开展技术创新，积极申报成立食用菌

博士工作站，纵深开发“裕竹红”、“裕竹翠”、“裕竹香”3 个畅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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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品牌，与国内外知名食品生产企业深度合作，成功研发香菇多糖口

服液、香菇酱航空食品、卤香菇等高端产品，“竹山食用菌”逐步从

“原始餐桌”走向“高端市场”。与此同时，我们把质量标准化控制

作为食用菌生产的生命线，严格食用菌标准生产技术操作规程，申报

“三品一标”认证，强化过程监管，建立追溯体系，严禁使用化肥、

农药及添加剂，确保产品无污染、无公害、无农残。通过订单生产，

对产品品种、数量、质量、价格等均签订合同，实行统一制袋养菌、

统一管理收购、统一预冷检测、统一包装销售，保障了产品质量安全。

3、创新发展模式，做大基地规模。坚持科学布局、统一规划，

因地制宜、适地发展，实施“1+X”模式，分片统筹发展。“1”即发

挥裕源公司的技术、资金、市场、信息优势，整合要素集中集成，建

设潘口裕源公司集培训示范于一体的食用菌核心基地。“X”即依托潘

口核心示范基地引领带动，建设若干个食用菌生产片区，实现食用菌

产业全覆盖。重点以潘口为核心，带动城关、文峰、双台、楼台食用

菌产业发展；以溢水东川为支点，引导麻家渡、宝丰食用菌产业发展；

以擂鼓片区为龙头，辐射秦古、竹坪、大庙、得胜食用菌产业发展；

以深河为示范，联动上庸、官渡、柳林食用菌产业发展。目前，全县

生产食用菌的企业 2 个、合作社 9 个、大户 7 个、村办基地 8 个，年

生产食用菌 600 多万袋，实现产值 6000 万元以上。全县农户种植食

用菌 120 万袋（含贫困户），每袋收益 3 元，菇农收入 360 万元。例

如深河乡秦家村贫困户刘运兵种植香菇 3.2 万袋，仅第一茬香菇就实

现收入 3.6 万元，预计香菇纯收入可达 10 万元，不但自己脱贫，还

带动周边农户增加收入。一些没有能力种植的贫困户，在种植企业或

大户带动下，通过在基地务工使收入有了明显增加。楼台乡贫困户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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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武通过在成福食用菌合作社务工，年收入就达 2 万多元。

4、抓好产销对接，占领市场份额。为改变县内食用菌产品“有

价无市”，“买难”与“卖难”现象并存的状况，我们优化市场供给要

素，创新市场供给模式，推动食用菌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和网络终端。

通过裕源公司以保护价对种植户的干、鲜菇敞开收购，统一包装、统

一销售，既保证了食用菌品质，又减少中间环节，增加了农民收入。

同时，利用南水北调对口协作，组织参加“八大处中国园林茶文化节”、

“竹山珍品汇进北京”和“京西消费节”等活动，实现“竹山食用菌”

等特色农产品进京入超专柜销售，提高国内市场占有份额。通过“食

用菌+出口”方式，依托裕源食品公司拓展延伸国际市场，推动食用

菌由“买全国卖世界”向“买竹山卖世界”转变。2016 年全县生产加

工干菇 662 吨，远销东南亚、日本、美国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出

口创汇 1500 万美元。通过“食用菌+互联网”方式，成功与阿里巴巴

签订淘宝项目，组建专业电商营销团队，搭建电商平台，引导市场主

体加入电商（微商）营销，实现线上线下市场同步开拓，出口与内销、

线上与线下双向发展。

三、开展农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验启示

1、组织领导是核心。政府引导是推动产业改革的核心。加快食

用菌转型发展，必须得到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通过召开专题会议，

出台奖补政策，明确发展模式，引导龙头企业带动、农户自愿投入、

市场主体培育，从而为产业改革转型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形成齐抓

共管、合力发展食用菌产业的气场。

2、龙头带动是关键。竹山食用菌多年发展有价格无市场、有品

质无品牌、有产品无产量，原因在于散户各自为政无序发展，缺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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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引领带动。为规范发展秩序，提升产业层次，县委主动对接龙头企

业，引进裕源公司发挥龙头优势，为产业发展提供原料、技术、信息、

市场支撑，从而带动了食用菌产业迅速发展壮大。

3、基地培植是重点。改“遍地开花”式发展为突出重点乡镇、

重点基地、重点村、重点户，既整合了资源，又便于集中指导与管理，

统一采购和销售，进而降低成本，减少失误，提高效益。我们按照“公

司+基地+农户”模式，采取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统分结合的办法，

改大户分散制袋为重点支持一、两家企业集中制袋，农户分散管理出

菇，企业再集中收购、加工、销售，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带动、群众

参与，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4、技术服务是支撑。依托裕源食品成立食用菌研发中心，加强

与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专家教授合作，选派科技特派员开展新品种、

新技术、新材料等引进试验与示范，保证优质菌种按需生产、供应及

时、质量可靠。同时发挥高山气候冷凉湿润优势，大力开展食用菌反

季节栽培技术服务，科学安排食用菌的种类、品种与种植时间，主攻

反季节栽培，实现差异发展、品质取胜。

5、金融保险是保障。资金是产业发展的活水保障。在食用菌发

展中，我们充分利用产业发展基金帮助龙头企业解决资金难题，同时，

鼓励企业牵头、合作社、农户主体投保，企业、合作社按保费比例予

以补贴，并扶持经济条件较差但有劳动能力的农户，从基地成本价购

买成品香菇袋料分散种植，5 户以上菇农成立互助担保贷款合作社，

保险部门参与保险服务，产品由企业和大户保护价收购，最大限度降

低贫困户发展产业风险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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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湖北省委政研室主办的《调查与研究》2017 年第 5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