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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业起新势特色产业起新势““六六盘甄选盘甄选””引客来引客来
——泾源县全力打造六盘山特色菌菇产业基地

清水流过山涧，绿树环绕村庄。绿水青山，不仅是生态画卷的高颜值，也蕴含发展的高价值。
坚持“生态泾源、绿色发展”定位，泾源县围绕区市产业发展布局，充分挖掘气候冷凉、降雨充沛、空气湿润、

环境绿色、林地资源富集的独特优势，科学建立“1+3+X”产业发展体系，全力打造六盘山特色菌菇产业基地等
“八个万级”农业特色产业示范基地，有力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在泾源县，菌菇产业是透视乡村特
色产业发展的一面生动窗口。无论是在
绿意葱茏的林间，还是在村里的菌菇大
棚，萌生着产业盎然发展、村民增收致富
的希望。

泾源县身居六盘山东麓，是国家级重
点生态功能区，成就了泾源县“全国气候宜
居城市”“全国避暑旅游目的地”“中国天然
氧吧”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
基地”的盛名。在六盘山下深呼吸，这不仅
是发展旅游业的清新底气，也是发展特色
农业的绿色优势。

泾源县现有林地 35.38万亩，能够为食
用菌带来遮阳、氧气以及合适的温湿度和
养分支持。

香水镇沙南村是泾源县第一批发展林
下菌菇的村子。沙南村林下种植基地，曾
经是一片林下空闲地，如今成为菌菇产业
发展的新空间。沙南村党支部副书记于丰
田介绍，作为泾源县“三园三片”菌菇产业
基地之一，这里 2023年种植林下木耳 10万
棒，除去菌棒成本和人工工资，净收益近
20万元。

经过一年多的发展，沙南村拓宽产业
发展空间，不仅带动了村集体经济发展，还
给泾源县林下菌菇种植提供了可借鉴的经
验。今年，沙南村扩大种植规模，村集体和
个人共种植木耳90万棒。

发展林下菌菇种植，泾源县具备得天
独厚的发展优势。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
为其提供了绿色天然的“菌床”。泾源县森
林覆盖率达 37.4%，年均径流量 2.4亿立方

米，属温带半湿润区。降水春少秋多，与食用菌生长习
性高度契合，气温特点可周年生长各类广温性、低温性
食用菌，在夏季高温时节还可开展错季周年生产，满足
市场需求，提高生产效益。与南方产地相比，这里出产
的食用菌具有肉质肥厚、含糖量高、干物质高、营养价
值高的特点。

泾河源镇庞东村位于泾河上游，气候凉爽宜人，天
然林和人工林资源丰富。今年，庞东村请来专业技术
团队为村里定制产业发展方向，有效利用林荫空间科
学发展林下菌菇，打造 300亩菌菇基地。庞东村采取

“村集体+基地+农户”的模式，与企业签订销售合作协
议。“全村有 50多户参与菌菇种植，户均增收 6000多
元。”庞东村委会主任李俊德介绍。

这不仅是一条致富链，也是一条循环产业链，与
泾源县特色产业形成互补效应。据介绍，该县肉牛
存栏 11.5 万头、年种植玉米 11 万亩以上。牛粪、玉
米秸秆能够作为菌棒生产原料。同时，食用菌栽培
后得到的菌渣，还能够当做林木生长的天然肥料和
有机肥原料，有助于促进林木生长，成为特色农业的绿
色肥料。

发挥产业引擎作用，走出特色发展路
径，泾源县发展特色菌菇产业集群，具备深
厚土壤。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区将菌菇
作为产业开发的重点项目在南部山区广泛
推广。经多年发展，产业效益得到广大群
众认可，生产规模逐步扩大，技术水平和经
济效益逐年提高。

在此基础上，为传统产业植入现代“因
子”，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产业。泾源县与国家菌草中心及
福建农林大学林占熺教授技术团队建立合
作关系，组建菌菇产业专家技术服务团队 7
个，完成六盘山野生菌菇种质资源普查，攻
克了菌菇非设施状态适应性与品种研究等
关键技术，建成泾源县菌菇产业技术创新
中心，培养菌菇产业乡土人才30余人。

走进新民乡先进村庭院种植户禹丽霞
的蘑菇棚，室内菇架林立，一簇簇秀珍菇争
相探出头来。种植户禹丽霞是一位产业带
头人，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利用自家闲置院
落发展香菇种植，目前已种植香菇 5棚 1万
棒。香菇犹如一把把撑开的小伞，撑起村民
增收致富的希望。

禹丽霞的“庭院经济”是新民乡盘活农
村闲置资源、促进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新民乡紧紧围绕产
业振兴谋划布局，积极探索“庭院经济”发
展新路径，采用“村集体+企业+农户”的运
作模式，通过订单式农业，发力精深加工，
推动食用菌产业补链、强链、延链。

甘肃方盛园菇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杨虎
生介绍，新民乡香菇的品质受到市场认可，需要提前订
购，目前产品多发往陕西、河南、四川等地。

“我们农户生产的菌菇都是签合同后，按照订单采
摘晾晒，不愁销路。在栽种菌棒、采摘等环节需要较多
的劳动力，通过规模化种植，可以吸纳更多群众在家门
口就业，在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还能带动群众
持续稳定增收。”新民乡先进村党支部书记李大吾介
绍，目前已有 55户农户通过改造闲置院落种植香菇 15
万棒，产出的香菇均由企业订单式收购。预计年底先
进村菌菇收益将达到 30余万元以上，带动种植户均增
收6000元以上。

泾源县实行专班包抓机制，成立菌菇产业发展专
班。印发《泾源县 2024年菌菇产业发展工作方案》，制
定一系列优惠政策，明确了全县菌菇产业的发展思路
和阶段性目标任务，压紧压实了各方责任，形成了协同
高效的工作体系。

目前，泾源县已建成大中拱棚 320个 600余亩，庭
院小拱棚 1100个 530余亩，年产 500万棒菌棒生产企业
2个，冷藏储运设施 1.2万立方米，烘干车间 2000平方
米，培育设施菌菇栽培基地 10处、林下菌菇种植基地 7
个、菌菇产业骨干企业 5家，形成“三园三片”菌菇产业
布局，菌菇种植规模达到 795万棒，成功注册“六盘甄
选”特色菌菇产品品牌，牛肉、蜂蜜、菌菇等“泾”字号农
特产品远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等市场。

今年 4月，六盘山镇李庄村通过土地流转，建
成香菇大棚 21座，并配套建设成品冷藏库房，道路、
供水、供电等附属设施一应俱全，购进香菇菌棒 20
万棒，榆黄菇 4.5万棒，黑木耳 4万棒，带动周边 50
余人就近务工，辐射邻村散户种植 130余户，户均
增收达到3000余元。

走进李庄村菌菇产业园，每一座标准化的香
菇大棚门口，都可以看到一张党员联系帮带
卡——村里的党员点对点帮助大棚做好管理、采
摘、销售、推介等服务工作。

李庄村党支部书记王怀坤介绍，李庄村党支
部有 30多名党员，每个党员联系两三户，积极带
动农户致富。

以党建引领，抓示范带动，泾源县采取“党支
部+村集体+农户”的发展模式，建成卡子、胜利、河
北、马河滩 4个菌菇交易中心，李庄、牛营、蒿店、
庙湾、羊槽、庞东、张台等 8个收购点，在交易中心
和收购点建设了 18000平方米的冷藏库，可冷藏
周转鲜菇1000吨。

同时，建立“3655”工作机制，各村党支部书记
带头，发动党员干部因地制宜发展菌菇产业，广泛
吸纳群众实现就近务工，在米岗、庙湾、胜利、庞
东、沙南、白面等村建设林下菌菇种植示范基地，
每个基地栽培30—100万棒。

此外，实行全程技术服务机制，解决农户“不
能种、不会种，没有地方收购”的现实难题。以社
会化服务组织为抓手，坚持把技术服务送到家门
口，贯穿于菌菇种植、加工、销售各环节。企业和
村集体聘请 13名技术人员指导，科技局和各乡镇
给每个村培训了 1名“田秀才”，把技术人员和“田
秀才”组织起来，成立了 7个社会化服务小分队 23
个技术小组，分散到各村开展服务，负责为农户

指导菌棒脱袋、注水、收菇等技术服务，做到“统一技术、统
一价格、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的四统一模式，示范带动农户
1300余户。

泾源县坚持“政府主导、企业带动、村集体为主体、群众参
与”的发展思路，菌菇产业助农增收效果明显。该县强化政策
扶持，为产业壮大提供坚实保障。自治区层面对年生产 500万
棒菌棒企业奖补 50万元，建成 100亩以上菌菇种植示范基地
奖补 100万元，建成菌种培育、菌棒生产加工、菌种研发企业奖
补 200万元，对从事菌菇等设施农业生产的企业贷款给予贴
息；县级层面对种植菌菇的农户和企业，每棒给予 1—3元奖
补，大棚地栽羊肚菌每亩奖补 3000元，种植林下菌菇每亩奖补
1000元，通过产品绿色认证每个奖补 1万元，通过有机产品认
证每个奖补 2万元，获得商标认证的每个奖补 3万元，获得地
理标志认证的每个奖补 5万元，同时支持科技型菌菇企业优先
参与科技项目申报，并给予经费支持。

泾源县进一步完善工作体系、强化联农带农，打造产业品
牌、拓宽销售市场，树立“安全、绿色、有机、可持续”的发展理
念，建立生产、加工、包装、储藏、运输等全链条技术标准，确
保食品安全质量，积极培育菌菇品牌，提升市场影响力和美
誉度。

“泾源县将持续优化扶持政策，坚定发展信心，打造高效
便利的政务环境、宽松务实的政策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
境、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保障服务菌菇等特色产业高质量发
展。”泾源县委相关负责人说。

下一步，聚焦六盘山特色菌菇产业集群建设目标，泾源县
将持续优化结构提升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发展水平，坚持
内培外引，借助外部技术支持，建设菌菇研发中心，全面攻克
制种制棒技术，解决菌种本地培育的难题。力争 2024年建设
100万棒林下菌菇种植基地 20个，提升菌棒生产企业产能，驯
化繁育野生菌菇 2—3种，打造规模化标准生产车间，研发菌菇
功能性产品 1—2种，进一步提升冷链物流储运能力和产品
精深加工水平，培育六盘山特色菌菇品牌，打通山东、河南
等国内菌菇集散地销售渠道，让泾源菌菇走向全国市场，走
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助力农民增收致富，助推
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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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菌菇产业展菌菇产业，，带动村民增收带动村民增收。。

泾河源镇庞东村林下菌菇种植基地。

兴盛乡上金村大棚蘑菇。

黄花乡胜利村木耳种植基地。

香水镇沙南村林下木耳种植基地香水镇沙南村林下木耳种植基地。。

香水镇卡子村菌菇交易中心。

新民乡张台村菌菇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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