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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精品钢企
铸就卓越品牌

福建金牛水泥
有限公司

以优质产品和服务
为客户创造价值

三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金牛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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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盛园公司的恒温出菇间，老金食用菌
专业合作社社员蔡锦正在观察香菇生长状况。
他说，恒温出菇间不受季节、天气影响，让菌棒
出菇更加均衡、充分，任何时候都有菇产出。入
社4年来，他已经是合作社的技术员，每年可分
红6万多元。

老金食用菌专业合作社是蔡绍金为了扩大
香菇种植规模，发展的“公司+合作社+农
户”模式，目前合作社吸纳了 20 多名社员一
同发展香菇种植，整个基地有菌棒110万棒左
右，鲜菇产量达到60多万公斤。

“椴木香菇品质好，但产量低，我们正在尝
试提高产量，增加效益。”蔡绍金告诉记者，他想

培育一些新品种香菇，在鲜菇方面实现差别化
生产。

“延伸香菇产业链条，就要在提高产地初加
工水平和提升食用菌精深加工能力两个方面下
功夫。”尤溪县农业农村局食用菌技术推广站站
长彭传尧说，在粗加工方面，尤溪县以昌利、安
丰等食用菌加工企业为龙头，目前食用菌初加
工能力达10万吨以上，满足本县及周边地区食
用菌初加工的需求；精深加工方面，以天茸、瑞
雪、九牧林等食用菌精深加工企业为龙头，重点
发展食用菌多糖提取、饮料生产、休闲食用菌食
品等精深产品开发，以出口加工带动一产发展，
延伸产品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

如今，当地开发的香菇非油炸脆片、即食卤
制香菇、食用菌冲泡饮料等，线下商超，网络商
城、直播间等线上渠道都能方便购得。记者了解

到，除了方便食品，当地香菇深加工企业正针对
少数特定人群生产调理功能型的养生食品和

“香菇+粮”均衡营养的大众膳食主食，开发香
菇米粉挂面、馒头面包、饼干点心等新产品。

彭传尧说，随着乡村振兴和科技兴农战略
进一步实施，国家级食用菌品种改良中心、省级
农民创业园、省级现代食用菌产业园先后落户，
2021年尤溪县还被列入全国优势特色产业（食
用菌）集群县之一，进一步推动尤溪食用菌产业
快速发展，工厂化、设施化、规模化、产业化的发
展格局逐步呈现；先后被农业农村部列为“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被省农业厅、发改委
等四部门认定为首批“福建特色农产品优势
区”；以香菇、黑木耳为主的“一黑”，以银耳、绣
球菌、秀珍菇为主的“一白”，发展态势良好，去
年，仅一产产值就突破14亿元。

“菇+”，延伸菇业产业链

菌种、菌棒、菇粮、菇多糖……

香菇全产业链，“+”出“尤溪标准”

“来，看看我们的鸡舍。”刚走进泰宁朱口青溪
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大门，负责人罗如平便介绍起了
他们的智能养鸡技术。蛋鸡养殖基地内，一排排鸡
舍整洁。全封闭的鸡舍，几乎没有工作人员，忙的
是各种全自动化设备；室内也闻不到传统养鸡场里
那种令人窒息的异味，扑面而来的是暖意融融和微
微湿润的空气。

“这是目标温度，这是当前温度，这个温度高了不
行，低了也不行，太低了鸡容易感冒，这里全部都是
自动化调控。”公司技术负责人告诉记者，鸡舍采用智
能自动化管理系统，通过风速、湿度、温度的自动调
整，控制鸡舍内温度，使鸡群能在适宜环境中成长，
大大降低了鸡群发病率。

长长的鸡舍里，工作人员随时观察着每只鸡的健
康情况。

“这里的鸡住的是空调房，吃的是以玉米为主的粗

粮饲料，过的是‘小资’生活。”工作人
员笑着说。

在偌大的鸡蛋包装车间，2名工人正
忙着挑拣传送带上的鸡蛋，称重、装箱
……而剩下的全部流程也都由智能化机械
来完成。

“养殖运营控制平台会智能调控鸡舍内的温度、湿
度、空气质量等环境变量；智能机器人可以直接识别
出不产蛋的鸡，而这些鸡以肉鸡的方式售卖到周边城
市，供不应求。”罗如平说。

青溪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是泰宁县
单场蛋鸡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现代化、智能化蛋
鸡养殖和有机肥生产企业，占地面积约 4.18 万平方
米。目前，公司共有8万只蛋鸡，2021年产蛋量约900
吨，有机肥600吨，年产值达1100万元。

（陈 曦 童凌娟 龚依敏 文/图）

空调房 喂粗粮 全自动调控

智能养殖，蛋鸡“咯咯哒”

“咩咩咩……”3月9日，位
于大田县桃源镇仙头经济区的湖
田生态农业公司湖羊养殖基地，
几排干净整洁的羊圈里，羊儿欢
叫着吃起了工人投喂的青饲料。

“用本地玉米秸秆加工青饲
料，羊有了好口粮，羊粪回田，
农户的菜也越种越好。”公司总
经理郑新真说，“上个月，我们
卖出了450多头羊，销售额近40
万元。”

种养结合，携手发展，废弃
秸秆变成了“宝贝”，田园变
美，村民变富，桃源镇走出了一
条生态富民的新路。

桃源镇是农业大镇，耕地面
积1411公顷，种玉米、莴苣、甘
蓝等蔬菜和其他农作物是当地农
户的主要收入来源。

“以前，蔬菜等农作物采收
后，地里留下大量秸秆、菜梗和
菜叶。”兰玉村村干部肖基武介
绍，过去，村民们为了省工、增
加土地肥力，经常把这些遗弃物
就地焚烧，弄得乌烟瘴气。有的
把不易腐烂的菜根挖出扔进河
道，污染了河水。

“秸秆回田不是可以提高地
力吗？”

“那也有弊端。”种菜大户郑
启双说。郑启双种了200多亩的
甜玉米。他说，秸秆回田，处理
不好，容易引起果蔬缺氮，叶子
发黄。玉米秆上的病虫害被埋在
地里越冬，时间久了破坏性大，
就得增加农药的防治投入，最终
污染了土地。

如今，这一难题被湖田生态
农业公司破解了。

2013年，湖田公司在兰玉村
建立养殖基地，占地约40亩，建
有羊舍、青饲料储料库、仓库
等。公司从浙江湖州引进湖羊养
殖，收购当地玉米秸秆和菜梗作
为青饲料用来喂羊。

“ 湖 羊 性 情 温 和 ， 较 好 管
理，断奶后1个月，作为种羊售
卖。”郑新真说，湖羊市场行情
很好，在安徽、浙江和山东等地
很有销路，每年出栏4000余头，
年产值达400余万元，目前存栏
数3000余头。

桃源镇每年产生玉米秸秆约
2000 吨，其中 1500 余吨由湖田
公司直接用于喂羊，还有部分玉
米秸秆粉碎加工后，售卖给外地
的养殖户。羊粪发酵处理后，加
工成有机肥优惠供应给农户。种
养深度合作，双方实现双赢。目
前基地已有23户合作农户。

“我种了7亩的甜玉米，一年
采收3季，每季收入1万多元，但
同时会产生秸秆10吨左右。”种
植户肖明添介绍，2015年，他与
湖田公司合作，每吨玉米秸秆卖
160元，当年增加收入5000余元。

近年来，桃源镇因地制宜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特色种养
业，通过“羊—沼—菜”生态循
环模式，达到废物综合利用、清
洁家园。同时鼓励农户发展湖羊
养殖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
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目前已发
展规模养羊农户2户，小型养羊
农户10余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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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溪县食用菌栽

培历史悠久，上世纪90

年代中期，是当时全国

产值超亿元的 11 个县

市之一。近年来，尤溪

围绕农业农村部质量

兴农工作的总体部署，

从队伍建设 、双线监

管、检打联动、智慧赋

能等方面强化监管保

障，构建以产品为主

线、全程质量控制为核

心的现代农业全产业

链标准体系，试点打造

全产业链标准化基地，

严格落实农业绿色发

展、全程质量控制等相

关标准，强化生产档案

记录和质量追溯管理，

推行食用农产品达标

合格证制度，加强绿

色、有机和地理标志农

产品认证，培育出一批

质量过得硬、品牌叫得

响、带动能力强的绿色

优质农产品精品。

2021 年 12 月 23

日，农业农村部公布

《109 个现代农业全产

业链标准化试点基地

清单》，福建全省5个基

地入选，尤溪县“香菇

全产业链标准化试点

基地”在列。

这条产业链是如

何运作的？

●本报尤溪记者站 吴振湖 文/图

位于尤溪县洋中镇的国家食用菌品种改良
中心福建分中心里，福建农林大学菌物研究中
心科研助理蔡鹏正在培育香菇新品种。

“正在选育的新品种，菌龄短，适合工厂化
生产。”蔡鹏介绍，这个中心2009年经农业部
获准立项建设，采用常规育种与现代生物技术
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的培
育工作。目前有8名研究人员、新品种中试栽
培基地 22 亩，已成功选育出香菇新菌种——

“农香152”。
良种是食用菌产业的基石。尤溪县与上海

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长期深度合作，利
用研究所培育的优质种源，采用本地先进的制
种技术，为菇农提供优良菌种。

“尤溪县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用椴木接种
法栽培香菇，80年代开始推广普及代料（用木
屑、甘蔗渣等替代木头接菌）袋栽，90年代推
广花菇层架栽培。”年逾古稀的蔡绍金是老技
术员，做过菇农，贩过香菇，还当过镇里的食
用菌站站长。如今他和儿子蔡盛一同管理他创
办的工厂化香菇生产基地——尤溪县桂峰金盛
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有装袋、灭菌、接种、
培养等一整套自动化、标准化生产设施设备。

“2013年，我省启动实施现代农业食用菌

产业技术体系建设，我们就在香菇新品种选
育、栽培技术配套、集成创新研究上，与福建
农林大学、福建省食用菌技术推广总站、上海
市农业科学院、三明市真菌研究所和县农业科
学研究所合作研究，取得显著成效。”蔡绍金
介绍，从2019年4月到去年9月，金盛园公司
还承担了省科技星火计划项目——《香菇新品
种“申香1513”设施栽培技术示范》，示范栽
培香菇45万袋，产值达225万元，辐射带动周
边乡村的菇农推广应用香菇设施栽培技术 65
亩 330 万袋，产量 1980 吨，产值 1649.34 万
元，并举办了2期食用菌技术培训班，培训学
员107人次。

“科研+”注入创新活力

位于洋中镇桂峰村省级农民创业园的安农
（福建）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香菇菌棒工
厂化生产的港资企业。

企业负责人蔡和琳是蔡绍金的侄儿。
香菇菌棒装袋车间里机声隆隆，蔡和琳告诉

记者，尤溪木材资源十分丰富，菌棒原料主要来
自县内伐区下来的枝桠材和各木制品加工企业
的废料，目前使用的半自动装袋机，需要3个人
配合，1天能装2万袋，为扩大产能，新上了1条自

动化菌包生产线，投产后产能可提升一倍以上。
菌棒装袋后，高温高压灭菌，进入净化车

间，冷却、接种，然后到智能化培养房养菌，培养
房通过物联网系统，自动调控温度、湿度和二氧
化碳浓度等，保证了菌棒质量。

“我们是全省首家实现香菇菌棒工厂化生
产、‘国内养菌、国外出菇’的特色农业企业。”蔡
和琳自豪地介绍，“菌棒供不应求，去年向欧美
和东南亚出口了150万棒，今年前两个月就出口
30多万个菌棒，产值达300多万元人民币，实现
了‘开门红’。”

在安农公司的中试菇房，多层菇架上，密密
麻麻的香菇长满菌棒。技术人员介绍，目前公司

使用的菌种是三明市真菌研究所提供的新品种，
菇型、口感俱佳，很受欢迎。每生产一批菌棒，都
会做一次中试，检验菌棒质量，通过温度、湿度的
调控，7天左右就能出菇，试验合格，菌棒出厂。

“产品先后获得了 USDA 有机、IS022000、
HACCP、SC以及GAP 等各项权威认证，还加入
福建农产品质量可追溯网上管理系统，全程可
追溯。2018 年被省农业农村厅评为‘国际标准
农产品示范基地’。”蔡和琳说，他们生产的菌
棒，大部分出口，一部分供给县内外各菌菇生产
企业，还有一部分培养成活体香菇菌棒，随着这
几年“菌菇宴”受到热捧，每年有10多万个菌棒
直接端上餐桌。

“技术+”，国内养菌、国外出菇

◀ 金盛园公司
的常温菇棚

▼天茸公司的菌
类提取物

▼ 安农公司中试菇
房里香菇长势旺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