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用菌产业在安和乡蓬勃发展
理想照进现实。

安和，美丽诗意的故乡。

从一个地名，到成为百姓安居乐业、和乐美满的沃土，安和乡由表及里，名与民相融。

这里是“孝本故里”，古韵盎然、村落流芳；人才辈出、乡贤遍布；山水怡人、万亩山林吐

绿，江水潺潺流过。

这里产业之花齐放——橙园、桃园、梨园、姜园、花园、果蔬园、菇园，园园盛放，但食用

菌产业无疑是最亮眼的一束。

如何把小菌菇发展成大产业？“一颗为民心，一份持久功，一股实干劲”是安和答案。

2024 年，安和乡已培育香菇、黑木耳、羊肚菌等品种，形成了集菌种研发、菌棒生产、

香菇种植、冷藏烘干、市场销售的全产业链条。农业产值达 200 余万元，每年为全乡 6 个村

集体经济村均增收 5 万余元。同时，通过劳务用工、租赁土地、入股参与经营分红等方式，

带动当地 100 余户农户增收致富。

探 索
从“零”到“一”

乍暖还寒之时，上犹县安和乡安和村的田

野上升腾着春天的奋进曲。

凌晨四五点，路灯微黄的光在寒冷中透出

一丝暖意。香菇基地负责人王炳贵搓了搓手，

掀起香菇基地的帘子，钻了进去。“大小刚好，可

以采摘。”左查右看的王炳贵开了嗓，“采摘目标

1万斤，大家加油干！”

五六名村民循声而来，拿起筐子，穿梭在香

菇架之间，手指上下翻飞，熟稔又麻利。“我们

在这做工 5 年了，习惯了早出晚归。”村民黄红

莲笑着说，“摘得越多，我们收入越高，一天就

有两三百元。”

迎着晨曦，一筐筐采摘的香菇运出大棚，来

自赣州市的货车早已停候，上门收取。随着一

朵朵鲜嫩、圆润、肥厚的香菇发往赣州市场，王

炳贵神色轻松、面露喜色，“春节前后是消费旺

季，香菇需求量大，8 至 10 元一斤，供不应求。”

如今，该基地可年产香菇 20 万斤，产值百余

万元，创造就业岗位 30余个。

这番创新创业的活力之景，因何而起？又

历经了怎样的发展道路？

“2018 年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期，产业发展和

农户增收成了迫在眉睫的考题，安和乡选择了

发展食用菌产业。”安和乡副乡长徐东生打开了

话匣子，“我们跑了很多地方，熬了多个夜晚，争

取了许多支持，出台多项政策……为的就是让

食用菌产业在安和乡扎根。”

一 场 攻 坚 战 ，吹 来 缕 缕 东 风 。 至 此 ，安 和

乡开始了探索食用菌的种植道路。安和乡在

车田村率先试点建设食用菌产业基地，前后种

植了香菇 818、香菇 636 和袖珍菇等品种，完成

种植香菇的起步阶段，并陆续在安和村、陶朱

村、富湾村发展壮大。安和乡各村村集体经济

由 2019 年 的 村 均 8.7 万 元 增 至 2023 年 的 村 均

59 万元。

安和乡食用菌产业实现从“零”到“一”，从无到有。

笃 行
从“单一”到“多元”

开 拓
从“寻常”到“珍稀”香菇种植是典型的周期短、成本低、见效

快的产业项目，占用土地资源少，有“一亩菌十

亩田”的说法。据统计，赣州食用菌（80%为香

菇）日常销售在 10 万斤左右。安和乡日均产量

仅 1 万斤左右，市场潜力巨大。

大伙开心之际，却迎来了一场大考。

由于缺乏种植技术和专业人员，食用菌产

量不稳定；加上市场价格波动大，行情低迷时，

采摘成本高于市场价……无技术支撑、无经营

主体、无硬件设施等问题，让基地管理人员、村

民一度失去信心。

“ 信 心 比 黄 金 更 重 要 。 我 们 以 党 建 为 引

领，锚定目标、笃定前行、凝心聚力，让大家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安和乡党委书记蓝贤

波 介 绍 道 。 不 为 困 难 找 借 口 ，只 为 成 功 想 办

法，安和乡坚定探索食用菌产业的发展方式。

安和乡组织乡村两级干部及种植户先后

多次前往福建等地调研市场、学习专业技术，

同时聘请专业人才、采购生产设备，仅用 2 个月

时 间 ，便 建 成 了 占 地 1.5 亩 的 食 用 菌 菌 袋 厂 。

在此基础上，安和乡投资 293 万元，新建 15 亩

高标准养菇、产菇一体钢架棚，扩建 200 平方米

的冷库和烤房，进一步增强安和菌菇产业硬实

力。安和乡还通过“村村抱团”“村民抱团”的

方式，凝聚各个村集体和村民的力量，成立食

用菌发展合作社，免费为村民提供技术指导，

并回收全部菌菇。

“我们食用菌基地从木头粉碎、配方拌料、

制袋、灭菌、接种、培育、种植出菇、采摘、冷库、

烤房、包装、订单销售、网上直播销售所有环节

设备齐全。”来自福建的 90 后技术员王剑辉笑

着说道，湿菇批发价每斤 6 元以上，干菇 60 元

一斤，有自己的包装，线下走订单，线上走直播

带货，不担心销售问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安和乡已形成集

菌种研发、菌棒生产、香菇种植、冷藏烘干、市

场销售的全产业链条，探索出“支部+工厂+基

地+合 作 社+农 户 ”运 营 管 理 模 式 ，还 精 心 谋

划 、通 盘 运 筹 、提 质 升 级 ，开 展 亲 子 采 摘 等 活

动，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产业

实现了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变。

实干方显勇毅，足迹彰显担当，汗水浇灌

果实。安和乡食用菌基地规模由原来的 20 亩

提高到 40 亩，菌棒香菇产量由原来的 1 斤提高

到 1.5 斤 ，提 升 了 50%，菌 棒 成 活 率 由 原 来 的

80%提高到 98%，年产菌棒 300 万棒，香菇产量

可达 100 万斤以上，直播带货成果喜人。

止于香菇？不止香菇。在安和乡富湾村，江水

缠腰而过。收割后的晚稻田里，一排排菌棒有序竖

立，这块聚宝盆里，种着 30 亩黑木耳。冬闲经济黑

木耳产业基地负责人黄英福走在地里，指导村民抚

育管理，期待着丰收。

“目前，基地共培育 20 万棒菌棒，全年产值约

168 万元。”黄英福介绍，基地通过吸纳就业、土地

流转收益、效益分红等方式，链接脱贫户 27 户 103
人，带动 50 余人就业，人均每月增收 1500 元，预计

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约 10万元。

冬闲时节人不闲，冬荒之际地不荒。安和乡坚

持发展食用菌首位产业，积极推广可持续的“富硒

水稻+木耳”轮番种植模式，以时间换空间，实现土

壤改善、菌稻两收等多重效益。“富湾真正成了我们

百姓的富湾。”这是当地村民流淌出的心声，他们用

勤劳、智慧，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

在陶朱村，春风拂过大地。“孝本故里”古村新

貌，孕育着无限希望。田间地头，110 亩黑色大棚

里全部种上了羊肚菌。

这是一场对赌，是基地负责人奚星全与自己的

对赌，也是安和乡政府与奚星全的对赌。赌的是这

场双向奔赴的合作能赢。

羊肚菌被誉为“菌中之王”“素中之荤”，也被称

为“软黄金”。珍稀之品必定娇贵，种植面临着极大

的困难和挑战。“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安和乡

党委副书记、乡长黄宇正用“三高”来形容。

结果越难料，羊肚菌基地负责人奚星全越是跃

跃欲试。“我们抱着背水一战的态度和决心，全身心

扑在羊肚菌上，只能成功。”

去年腊月初，气温 26℃，刚种下不久的羊肚菌

经受着高温的考验。奚星全放心不下，每天蹲在

基地里，全天候照拂 110 亩羊肚菌。

“羊肚菌对生长条件要求极为苛刻，尤其是对

温度的变化非常敏感，稍有不慎就会全军覆没。”奚

星全说，“在生产套袋的过程中，首先要对它进行高

温蒸汽消毒，以保证它在生长过程中不受杂菌的污

染。每天早晚还要根据温度的变化，对大棚进行通

风、喷水等操作来确保出菌。”

腊月末，一场大雪席卷赣南大地。奚星全担心

坏了，“我每天去得比工人早，回得比工人晚。像照

顾小孩一样，怕它热坏了、冷到了。”

奚星全解释道，出菇之前，8℃至 13℃是最适

宜羊肚菌生长的温度。但是，如果大棚内温度低于

5℃，它就长不出来，高于 15℃则存活不了，昼夜温

差大于 10℃一样会导致培育失败。

细心培育之下，这场双向选择的奔赴，开出了

花，结出了果：他们成功了。今年春节期间，百亩羊

肚菌破土而出，黑色的伞盖，白色的裙边，点缀在大

地上，生机萌发。

“羊肚菌有望在 2 月底上市，鲜菇每斤超 200
元，预计亩产 1000 斤，将销往广州、深圳等地。”奚

星全信心满怀地说。

只道香菇是寻常，哪闻羊肚菌扑鼻香。“从寻常

的香菇，到珍贵的黑木耳，再到稀有的羊肚菌，安和

乡食用菌产业实现一年四季不空棚，价值翻倍。”黄

宇正说，“正因为我们班子成员积极作为，开拓进

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种植大户，安和乡菌菇

产业才能迎来蓬勃发展。”

菌菇这篇文章，不少地方在作答，安和乡究竟

做对了什么？“不断探索、笃定前行、开拓进取是安

和菌菇产业崛起的力量之源。”蓝贤波娓娓道来，

“以产业激活发展动能，打通乡村振兴脉络，带动村

民增收致富，提振整体精气神，培育文明乡风是我

们心之所系、心之所愿。”

而这些都在安和乡逐渐成为现实。

安和，百姓安宁，社会和美。

安和乡举办全县食用菌（香菇）产业栽培技术培训班

安和乡食用菌菌袋厂菌棒生产启动仪式

（本版图片由上犹县安和乡人民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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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和乡菇园开园采摘安和乡菇园开园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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