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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食用菌产业初长成

联合镇总面积 163 平方公里，距
离市区22公里，总人口1.9万人，下辖
12个行政村。

“2008 年，联合镇西房申村开始
试种香菇，部分村民率先尝到甜头，
但基础设施薄弱，缺少资金和技术支
持，规模化发展难以实现。”联合镇党
委书记李阿曼回忆说。为了提高香
菇品质和产量，提升市场竞争力，有
关部门投入资金，帮助村民改建钢结
构温室大棚。改建后的大棚保温效果
好了，两年能出三季菇。他们还邀请
技术人员，为村民传授香菇种植技术，
从理论知识到实际操作，从保温注水
到培育采摘，手把手教村民种香菇。

2013 年省科技厅包扶联合镇北
台子村，省科技厅驻北台子村工作队
多方协调，与省微生物研究所达成协
议，为联合镇引进高产值、易管理的
优质香菇菌种。2015年，省科技厅帮
扶西房申村建立了年产300万棒香菇
菌棒生产基地，年产香菇750吨，产值
700万元。省科技厅为联合镇食用菌
产业理清了思路，明确了方向。至
此，食用菌香菇产业落地联合镇。

2017 年食用菌产业在联合镇不
断升级改造，通过去外地学习参观，
将联合镇比较单一的地栽菇，改造成
立栽菇和架子菇，这样既节省了土地
也合理利用了空间，同一栋菌菇棚改
造升级后产量是原来的5倍，同时还
节省了工作人员的时间。食用菌产
业升级后带动了菌农的积极性，使联
合镇食用菌产业不断壮大，声名远
扬，带动当地农户收入有所提高。

2018 年，食用菌产业不断壮大，
联合镇党委谋划在前，让食用菌产业
在联合镇有计划、有思路，符合联合
镇总体规划，合理利用土地资源，让
食用菌产业在联合镇形成规模。

2019 年联合镇食用菌产业初具
规模。联合镇成立了全市首家食用
菌产业联合社，并建立联合社党支
部。在食用菌产业发展和引进新品
种等方面，联合社党支部发挥了应有
的作用。

2020年通过招商引资，联合镇鹏
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滑子菇”落户
联合镇原粮库，为联合镇食用菌产业
又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2021 年联合镇引进南菇北移的
红托竹荪项目，此项目落户后让联合
镇食用菌产业脱颖而出。红托竹荪
种植技术要求严格，在北方种植首站
成功，这样联合镇重新规划出香菇基
地、红托竹荪基地、平菇基地。成立
了联合食用菌产业园。

2022 年羊肚菌和赤松茸先后落
户联合镇，联合镇食用菌产业得到持
续发展，经过省市各部门专家评估、
论证得到高度好评，其间相关部门给
予政策方面的大力帮助和扶持。这
一年红托竹荪高标准大棚被评为辽
宁省智慧设施农业基地。

2023 年联合镇食用菌产值效益
直升，龙城区继续投资兴建了31栋红
托竹荪菌棚。当年，联合镇党委将食
用菌联合社党支部改组升级为食用
菌产业联合党委，标志着联合镇食用
菌产业发展从单打独斗步入抱团发
展的新阶段，逐步形成了“党建引领
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的发
展新模式。

小蘑菇扛起产业振兴大旗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而产
业振兴必须发展乡村特色产业。联合
镇党委紧跟时代步伐，把原来依靠扶
持的食用菌产业发展成有品位、成规
模的特色产业，带动当地百姓增收。

以做大做强做优香菇产业为抓
手，让香菇产业成为联合镇有奔头的
产业，增加农民收入和补齐村集体经
济短板。

在联合镇大棚户贾翠红的大棚
里，工人们正忙碌地采摘香菇，菌棒
分拣、装车、送到出菇棚上架，作业各
环节井然有序。放眼望去，一袋袋菌
棒整齐排列，蓄势待发。“我们以前是
在河北平泉发展香菇，联合镇党委书
记李阿曼去调研，把我们引到了这

里，这里种植香菇的条件比较好，人
工资源充足。通过种植平菇和香菇，
一年收入 70 万元至 80 万元。”“现在
方便得很，我在香菇棚里平时干杂活
一天能挣 100 多元，一个月 3000 多
元，忙时一个月可以挣到 4000 元至
5000 元，还能照顾到老人小孩，比在
外面打工强啊。”山咀村村民一脸喜
悦地说。

近年来，联合镇始终坚持一张蓝
图绘到底，在省、市、区等上级部门的
帮助下，利用脱贫攻坚、扶持壮大村
集体经济、乡村振兴等各类资金，积
极推动食用菌种植由规模化向产业
化发展。通过鼓励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与新型经营主体对接，引导工商
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初步形成了“党
委+公司+合作联合社+农户”“党支
部+合作社+农户”“党支部+公司+农
户”三种组织模式，有效破解了新型
经营主体发展规模经营的资金瓶颈
问题，实现了企业、合作社、农民的三
方共赢。

为进一步增强农户积极性，联合
镇采取“零成本投入”“零风险经营”

“零距离就业”的“三零”产业经营模
式，提升食用菌产业发展活力，真正
实现了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挣钱。

为做大做强产业发展，联合镇以
党支部为龙头，不断招商引资，引进
人才，聘请食用菌种植专业技术员，
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对菌棒、菌种
栽培、食用菌采摘、烘干等步骤进行

科学管理，提高食用菌种植效益。
联合镇党委、政府围绕“一镇一

业”“一村一品”发展定位，从村到镇
建起健全的组织保障体系和完善的
社会化服务体系。把目光放远，规划
食用菌在联合镇的发展蓝图，合理利
用土地优势，把各种菌类栽植和蔬菜
种植有效规划形成规模，把废弃蔬菜
大棚再利用。2020年开始，围绕解决
科研滞后，产品质量安全，深加工链条
延长，营销手段创新，增强国际化运作
程度等，提出了香菇产业提档升级的
主要目标。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为
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组织保障。他
们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科学谋划、精
准施策，食用菌产业从小到大，空间布
局从无到有，发展水平从粗到精，产
业链由短变长，食用菌种植，已扛起
了联合镇产业振兴的大旗。

联合镇党委又鼓励食用菌种植
户成立合作社，发动村民入社，带动
村民就业，为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加5
万多元，有效推动了村集体经济发
展，为联合镇产业高质量发展按下了

“快进键”，跑出了乡村振兴的加速
度，一跃成为龙城区农业产业大镇。

在产业化之路上稳健前行

朝阳市龙城区是国家级农业科
技示范区，位于该区的联合镇，经过
十几年的深耕，成为全国13家“蘑菇
强镇”之一，小蘑菇释放大“蘑”力，该

镇也成为以食用菌为特色的聚合性
产业乡镇。

2020年，引进朝阳鹏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建立了全国首家工厂化滑
子菇生产基地。

2021年，哈达村成立忆鸿食用菌
种植合作社。全镇12个村实现食用
菌产业全覆盖。食用菌产业成为富
民强镇的主导产业。

2022年，联合镇引进了辽宁蘑磨
达食用菌科技有限公司。在上级部
门的大力支持下，建设全国首家红托
竹荪标准化种植基地。2022 年度被
评为省级智慧设施农业应用基地。

谈到全国首家工厂化滑子蘑生
产基地，雷厉风行的李书记把记者带
到了位于联合村的鹏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记者看到工人正站在梯子
上给一排排滑子菇拆袋。另一个房
间里的1万多棒黄色的滑子菇已从袋
子里长出来，一团团的看上去非常壮
观。企业负责人徐维龙正在和从山
东来的种植食用菌大户调试新设备，
徐维龙说：“这个滑子菇厂是2019年
建的，现在共有20个出菇车间，一期
养菌车间3000平方米。但以前一年
出两茬菇，收入并不是很理想。今年
开始，和山东的食用菌种植大户合
作，用他的发明专利，结合自己的工
厂，两个月便可出一次菇，大大提高
了出菇率。用工量也大幅增加，联合
镇和周边乡镇的农民，只要想挣钱，
来我这，一天最少100元。来这打工

的农民，年龄最大的80岁，坐着剪菇，
计件工资，一个月收入3000元不成问
题。年轻些的，一个月可以挣到6000
元至7000元。今年滑子菇可以做到
300多万棒，预计年收入600余万元。”

说起当初选定这个项目，徐维龙
非常感慨。当年租的粮库欠了钱，迷
茫中的他跟着联合镇党委书记李阿
曼到河北考察后，决定在这个废弃
粮库建厂。对未来的前景，徐维龙
信心满满：“这一切都得益于镇党委
的大力支持，我有能力了就开始反
哺村民。如今我每年上交村集体 5
万元，村民在这里打工工资都是日
结。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基层党组织
的引领。”

李阿曼接过话头：“2023年，我们
镇成立了龙城区首家产业联合党委，
引领食用菌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
联合党委以食用菌产业联合社党支
部为基础，吸纳9家食用菌菌业公司、
9个食用菌种植合作社和联合镇6个
村党支部为成员单位，共同组建联合
镇食用菌产业联合党委。2023年7月
在食用菌产业联合党委的引领下，联
农菌业合作社成功与希波集团签署
原材料采购协议，每年为联农菌业合
作社创收6万余元。”

在联合镇蘑磨达食用菌科技有
限公司红托竹荪种植大棚里又是另
一番景色：一排排装满培土的床架
上，红托竹荪如同穿着洁白公主裙的
公主，绽放在黑色土地上。两名工作

人员正在将一枚枚成熟的红托竹荪
采摘到筐里。据该公司负责人介绍，
他们从去年11月份开始种植这批红
托竹荪，今年2月中旬进入盛产期，产
品供不应求。

为实现科技兴农和产业细分转
型升级，以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全面
振兴，2021 年，朝阳市及龙城区政府
积极引入“南菇北移红托竹荪工厂化
生产项目”，以珍稀食用菌增加单产
产值和利润，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成立了朝阳市龙城区蘑磨达食用
菌科技有限公司，启动了“珍稀食用
菌基地项目”。这家公司是以红托竹
荪为主，其他珍稀食用菌为辅的选种
育种、菌包加工、种植销售和精深加
工为核心特色的现代化农业科技企
业。目前，公司已全面掌握了红托竹
荪、羊肚菌、金耳、香松茸、桑黄等十
余个名贵菌种的北方工厂化繁育和
生产技术，以“生态复原、南菇北移、
山珍厂出、周年供应”的创新方式，实
现了珍稀食用菌鲜品反季上市、全年
稳定供应，远销到北京、天津、上海、
福建、四川等地。

龙城区地理位置优越，位于世界
公认的黄金种植带——北纬41°，非
常利于红托竹荪等珍稀食用菌的繁
育驯化和生长，蘑磨达菌业在精细
化、标准化的基础上，还采用北纬
41°发现的大型天然黏菌太岁泡水
浇灌竹荪，使竹荪的品质、食补价值
更加优越。工厂化生产红托竹荪是
龙城区蘑菇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基
石项目，是中国北方竹荪的典型化代
表，是当地“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
标志性农产品。

负责人说，今年种植了32个棚的
红托竹荪，每个棚大约产量在1500公
斤，按每公斤 240 元计算，能卖 30 多
万元。同时，每栋大棚使用人工约
300人次/年，带动联合村、大三家村、
下麻地村、哈达村、黄杖子村等剩余
劳动力，尤其是困难户实行“零距离
就业、零经验入职、零风险保障、零成
本提升技能”，个人年收入达到2万余
元。今年再投产 88 栋棚，总数达到
120 栋棚，明年经济效益将达到 1200
万元。

融合发展谋长远

联合镇牢牢把握辽宁实施全面
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的有利契机，持
续巩固拓展攻坚成果，扎实推动食用
菌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让其身披战
甲再出发，不断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
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助力乡村振兴。

李阿曼表示：联合镇将继续以长
远眼光谋划产业布局。按照“一核三
区”的产业布局和“一中心两盘活三
辐射”的总体思路，以大三家村食用
菌基地为中心，建设300亩智能化高
标准种植大棚，规划建设用地100亩，
盘活镇域闲置建设用地、闲置大棚
1400亩，辐射带动周边村扩大食用菌
基地近 700 亩，打造以红托竹荪、香
菇、滑子菇、羊肚菌、赤松茸为主，兼
顾其他特色食用菌栽培品种的规模
化精品工程。

同时以高起点规划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和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合作，
依托机械手采摘红托竹荪契机，积极
推进食用菌种植产业从规模种植、精
深加工向“数字农业”“智慧农业”转
变，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

以长远发展为主线探索品牌价
值。探索用资本和技术要素替代劳
动要素技术，研发高效食用菌工厂化
生产模式，支持以企业为核心组织

“产学研”合作，共建研究团队，重点
研发适宜工厂化生产的短菌龄菌种、
配套设备和出菇管理技术等基础研
究，加快食用菌品牌成果转化。

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推动产业
融合发展。优先发展食用菌深加工
产业，支持技术创新、熟化工艺和制
定标准等环节，研发具有高附加值的
红托竹荪面膜、香菇粉面条、滑子菇
罐头、香菇脆等深加工产品，建设集
食用菌生产、科普教育、避暑度假、养
生休闲、餐饮文化相结合的食用菌小
镇，全力实现食用菌一二三产业高度
融合发展。

小蘑菇种出大产业，朝阳市龙城区全力助推联合镇发展食用菌产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如今食用菌种植项目已
覆盖联合镇的12个行政村，面积1500亩，拥有标准化大棚700栋，种植规模达700万棒，香菇等食用菌年产量
7000吨。全镇成立了9家食用菌菌业公司和9个食用菌种植合作社，有香菇、滑子菇、红托竹荪、赤松茸、羊肚菌等

食用菌品种6个，注册“菇菇响”“蘑么大”“沐贵妃”“仙草菇”等注册商标品牌4个。建成朝阳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个，
区级示范合作社1个，食用菌产业园1个。拥有省科技特派团示范推广香菇优良菌种4个，国家发明专利1项，香菇优质高效生
产技术6项，以食用菌为主的主导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超亿元，辐射带动本地及周边乡镇农民就业2000余人，人均年增收2万
元。联合镇2021年被确定为全国第十一批“一村一品”示范村镇，2022年被评为全国农业产业强镇。

今天，让我们走进联合镇，盘点食用菌产业结出的累累硕果。

小蘑菇长成亿元产值大产业
——朝阳市龙城区联合镇食用菌产业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张 辉

朝阳市龙城区蘑磨达食用菌科技有限公司正在制作红托竹荪菌种。 本版图片由朝阳市龙城区联合镇政府提供

游客争相抢购红托竹荪。

长势旺盛的香菇。 红托竹荪生机勃勃。 羊肚菌长势喜人。

朝阳市龙城区联合镇鹏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员工正在检查滑子菇生长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