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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1湖北湖北··随州国际香菇产业博览会特刊随州国际香菇产业博览会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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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1湖北湖北··随州国际香菇随州国际香菇
产业博览会开幕产业博览会开幕!!

万千小香菇，铸就大产业。
“ 中 国 香 菇 之 乡 ”“ 中 国 花 菇 之

乡”——湖北随州，是“全国第二大香菇
交易市场”、“全国四大香菇主产区”之
一、“全国重要的香菇加工出口基地”、

“中南地区最大的香菇交易中心”。
2020 年，随州香菇产业链产值超过

300 亿元。随州香菇出口创汇连续十八
年位居湖北省第一位，拉动随州农产品
出口连续十二年位居湖北省第一位。

中国食用菌协会专家认为：世界香
菇看中国，优质香菇在随州。

省委书记应勇、省长王忠林分别于
2021 年 6 月 6 日、5 月 16 日到随州调研，
对以随州香菇为代表的农业产业化，非
常关心并寄予厚望，要求随州继续“发挥

农产品资源优势，争当全省农产品出口
的品牌示范”。

随州香菇，得天之赐，得地之灵，得
人之和，得政之惠。5000 多年前，炎帝神
农在随州植五谷、尝百草。1978 年，华中
农业大学教授杨新美在随州民间传统种
菇的基础上，播下了科学栽培香菇的种
子，开辟了国内用菌丝栽培香菇的先
河。50 多年的聚集发展，随州香菇实
现了“全产业链”发展大格局，呈现出高
质量发展良好生态，品牌世界驰名，产品
全球走俏，顺利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主
动脉。

全产业链

崛起“特色”大产业

香菇是随州的优势特色产业、农民
增收致富产业、外贸支柱产业，有着深厚
的产业基础和强大的发展潜力。

多年来，随州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
视、持续用力，推动香菇产业延链、补链、
强链，形成集菌种繁育、标准化种植、精
深加工、外贸出口、机械制造、科技研发、
技术服务、人才培养等于一体的完整产
业体系。

菌种繁育处于产业链前端，是香菇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目前随州有 83
家规模化菌种厂,菌种销到 18个省份，是
全国最大的香菇菌种生产基地之一。

11 月中旬，随县草店镇耀兴大海
（随州）食品有限公司的基地里，100 亩
羊肚菌正在播种。作为随州菌种繁育的
老牌企业，耀兴大海投入近 400 万元，连
续多年钻研，在 2019 年实现羊肚菌这一
珍贵菌种的规模化栽培，每亩年均可实

现近 2.5万元产值。这是随州菌种繁育的
一个新尝试。

湖北长久菌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天
骥认为,优良品种可保障香菇栽培质量
和产量，保护菇农的种植积极性。该公司
是湖北省食用菌一级菌种生产资质企
业，以华中农业大学和上海农科院为技
术支撑，研发了香菇、木耳、灵芝等多个
食用菌新品种和多项食用菌新技术。

湖北宝蕈农业科技公司由随州乐鲜
菌业与原华中农业大学菌种实验中心技
术团队组建，公司收集保藏有湖北省内
最为全面的各类食药用菌品种资源 3万
多份，先后选育出通过国、省审认定食用
菌新品种 8个，获得国家授权专利 8项。

机械制造是香菇产业链关键一环，

产业转型升级，对自动化、智能化设备的
需求不断增长。

人工套袋、装袋操作效率低，存在安
全隐患。湖北鸿齐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辉上大学时就获得 29 项实用
新型专利，他在全省率先研发生产出全
自动食用菌套袋装袋机，解决了菌棒生
产的大难题。

随州有 16 家食用菌机械生产企业，
拥有发明专利 50 余项，去年产值 2 亿元
以上，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出口到韩国、
俄罗斯、越南等国家和地区。

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才是根本。今年
7 月，随州与华中农业大学合作共建的
全国首家香菇学院，落户随州职业技术
学院，今年秋季招生 118 名。华中农大优
质师资和省市食用菌行业专业人才，将
为随州乃至中国食用菌产业培养高素
质、专业化的技术人才。

随州历届党委政府都致力于补短
板、锻长板、筑底板，铸就了完善的全产
业链。截至今年 10 月，随州拥有香菇企
业 185 家，其中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
头企业 2 家，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
企业 12家。目前，随州年种植香菇 3亿多
袋，30 多万人从事香菇产业，2020 年香
菇产业链产值超过 300亿元。

龙头引领

绿色发展大提速

随州香菇产业在一批龙头企业的牵
引下，坚持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打造标
准化、规模化、智能化示范基地，大力推
进精深加工，加速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

湖北长久菌业现代化香菇栽培示范

基地内，智能化大棚依托农业物联网实
现了自动化控制，一年四季出菇。随州市
炎顺菇业有限公司投资近千万元，采用
自动化制棒、规模化种植发展香菇产业，
今年制棒 200余万袋、规模种植近 100万
袋，成为规模化种植示范引领者,带动菇
农稳定增收。

近几年，随州大力推进“集中制棒、
分户出菇”和“企业+合作社+基地+农
户”模式。2020 年全市香菇标准化、规模
化、智能化生产基地长足发展，种植香菇
2.6 亿袋，其中 10 万袋以上基地数量 79
个，日生产能力 1 万袋以上的集中制棒
厂 60 家，年集中制棒能力 8000 万袋以
上。

今年全市新增 10 万袋以上基地 13
个，长久菌业、乐鲜菌业、军成菌业、塔儿
山菌业香菇智能化生产基地先后建成投
产，年种植量均超过 40 万袋，引领香菇
种植绿色转型。

发展精深加工，推动产品迭代，创造
市场需求，随州香菇产业加快向价值链
高端化迈进。

品源（随州）现代农业发展公司以精
深加工在行业突围，保持高速发展势头。
作为湖北省首家获得香菇酱出口资质的
企业，其“菇的辣克 GOODLUCK”牌香
菇酱，国际市场稳步拓展，同时走进国内
多家航空公司、大型超市、餐饮连锁、高
铁等市场。

湖北裕国股份公司发起成立了全国

首家香菇产业技术研究院，去年底开发
的香菇浓缩汁等产品，一推出就获得市
场广泛认可；香菇多糖产品今年 8 月顺
利投产，两个月实现出口 900余万美元。

在品源、裕国等龙头企业示范带动
下，随州香菇产业实现了由初加工向精
深加工、由单纯外贸为主向国内国际双
循环发展的“华丽转身”。

原木童农业、麒宝泉食品、山之珍食
品、鹏来食品、绿美宝食品、合泰食品等
深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研发出
的香菇酱、香菇浓缩汁、香菇调料、香菇
风味食品、香菇氨基酸、香菇多糖口服液
等高质量精深加工产品，深受市场青睐，
前景广阔。

随州食用菌出口自 2003 年连续十
八年位居全省第一、全国前列，2004 年
就荣获国家原产地保护认证，是首批国
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出口食用菌专业型
示范基地”和“出口食用菌质量安全示范
区”。全市 40 多家香菇生产企业出口创
汇，产品销往 40多个国家和地区。

11 月 22 日记者获悉，今年 1 至 10
月，全市香菇及制品出口创汇 6.3 亿美
元，其中品源、裕国分别实现出口创汇
2.2亿美元、1.8亿美元，为全国同行业的
领军企业。预计 2021 年全市香菇出口总
额可达 7.5亿美元以上。

政策加持

“菇业”铸就大品牌

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支持把“随州
香菇”培育成国家级品牌，打造湖北香菇
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我市先后出台《随州香菇产业基地
建设实施方案》《关于促进香菇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十条意见》等政策措施，每年政
府出资 1亿元，用于香菇全产业链发展。
同时，每年从湖北长江（随州）产业发展
基金中拿出 4 亿元，并争取整合各类项
目资金 1亿元以上，发展香菇产业。出台

《随州市品牌提升专项行动方案（2020-
2022）》，重点打造“随州香菇”在内的特
色农产品品牌。“随州香菇”品牌连续三
年登陆央视多个频道，美誉度、影响力不
断提升。

2018 年，“随州香菇”获得“国家农
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认证；2019 年，获得

“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被列入
“全国首批优质农产品目录”和“2019 全
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目录”。在“全国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目录”100 个品牌

中，影响力指数位居第 12 位，居食用菌
类之首。

随州香菇品牌体系不断健全。目前，
全市有 5个香菇品牌获得原产地注册，6
个品牌通过国家质量管理体系认证，13
件产品获得国家农业“三品一标”认证。
我市深加工企业和科研院所共同制定了
香菇酱和香菇浓缩汁产品团体标准，是
全国最早发布《香菇酱》和《香菇浓缩汁》
团体标准的市。

今年，市委市政府聚焦建设全国具
有影响力的现代农港，全力打造五大重
点农业产业链，食用菌产业链居于首位。
作为湖北特色农产品的一张亮丽名片，
随州香菇产业在“链长制”的引领下，又
迎来了跨越发展的新机遇。

《随州市食用菌产业链实施方案》提
出，力争到 2025 年，全市年香菇种植量
达到 5亿袋，干菇产量达到 10万吨，香菇
全产业链产值突破 500 亿元，其中出口
将超 10 亿美元，将随州发展成全国最大
的食用菌出口基地。

绿色深耕绿色深耕，，““菇菇””香万里香万里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许享红许享红 张张 琴琴

————随州香菇产业高质量发展观察随州香菇产业高质量发展观察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琴、王聪莹、通讯员张
祥龙）“家里有亲戚是做香菇生意的，我觉得很有发
展前景，高考后我就报考了香菇学院。希望通过 3年
的学习，成长为一名香菇专业性人才。”11 月 18 日，
来自随县小林镇的香菇学院 2021级学生胡安祥说。

随州香菇学院由随州市政府与华中农业大学合
作共建，落户随州职业技术学院,是全国首家培养食
用菌高级技能人才的产业学院，对于进一步做大做
强食用菌产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021 年 7 月，随州职业技术学院香菇学院挂牌
成立。学院紧贴行业发展方向和企业发展需求，开设
食用菌新品种研发、菌种研制、菌棒加工、栽培管理、
设施化工业化生产、机械设备研发、产品保鲜和深加
工、市场销售等课程，全方位提升学生理论素养及动
手实操能力，促进“产学研用推”深度融合。

9月，香菇学院迎来了首批 118名学生。来自陕
西的学生凌厚清说：“我千里迢迢来到随州学习食
用菌专业，希望能学有所成，将最先进的技术带回
去。”

随州香菇学院依托华中农业大学雄厚师资力
量，组建了特色兼职实习实训教学团队，华中农业大
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边银丙担任院长和学术带
头人，他还是中国食用菌协会副会长、湖北省食用菌
协会会长；华农食品科技学院教授黄文兼任副院长；
随州食用菌行业协会、随州龙头企业和产业园区多
方面的专业人才担任兼职教授，如随州市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主任李进山、市食用菌协会会长许景闻，两
家全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董事长雷于国、罗圆
兼职任教。

11月 2日，学院组织学生走进裕国菇业产业园，
进行企业认知见习，进一步提高对专业、企业、岗位
以及随州香菇产业的认知。12 月初，学院将组织学
生赴华中农业大学开展实验实训教学活动，共享华
农高端的实验实训设备和高水平实验课师资。

香菇学院执行院长王琳说：“香菇学院承载着培
养专业人才的重任，包括技能人才、企业经营人才和
行业领军人才。希望每位同学在这里都能结合自身
长处，学有所成，助力香菇产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事
业。”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琴、王
聪莹）“今年 1 至 10 月，全市香菇及
制品出口创汇 6.3亿美元，其中精深
加工产品突破 4 亿美元以上，稳居
全省第一。”11月 22日，记者获悉这
一亮眼的成绩。

香菇产业是湖北的外贸支柱产
业。随州作为香菇出口强市，香菇
及制品出口创汇 2003 年以来连续
十八年居湖北第一，多年稳居全国
前列，创造了香菇出口的“随州现
象”。

随州香菇出口何以持续领航？
创新驱动发展、精深加工产品成为
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近年来，我
市加快推进香菇产业转型升级，一
批龙头企业坚持走精深加工之路，
引领带动香菇产业高质量发展，“国
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出口食用菌专业
型基地”“出口食用菌质量安全示范
区”等金字招牌愈加闪亮。

品源（随州）现代农业发展公司
和湖北裕国股份公司，是随州香菇
生产企业中的两家“农业产业化国
家重点龙头企业”，今年前 10 个月
分别实现出口 2.2 亿美元、1.8 亿美
元，实现随州农业企业外贸出口历
史性突破。

品源现代是湖北省首家获得香

菇酱出口资质的企业，其自主研发
的“菇的辣克（GOOD LUCK）”牌
香菇酱，上市不到 5 年时间，获得海
内外客户的广泛青睐，出口保持跨
越式增长，产品知名度、美誉度和市
场效益持续提升。

裕国菇业在行业内首家通过美
国食品安全 FDA 认证，依托香菇产
业技术研究院和著名高校科研院所
持续开展产品研发，最近 6 年累计
实现出口近 8 亿美元，今年研发生
产的香菇多糖产品投产两个月实现
出口 900多万美元。

近年来，我市先后出台《关于鼓
励外贸出口的若干意见》《关于支持
重点出口企业加快创新发展的实施
意见》等政策措施，着力构建外贸服
务新机制，持续优化出口环境，出口
动能越来越足。全市精深加工企业
队伍逐渐壮大，品类更加丰富，效益
不断提升，市场稳步拓展。

目前，全市 40 多家香菇生产企
业实现出口，产品销往 40 多个国家
和地区。出口产品类型由过去单一
的干香菇发展到香菇胶囊、香菇酱、
香菇即食品、香菇提取物等，精深加
工、高附加值出口产品超过 70%。
预计 2021 年全市香菇出口总额超
7.5亿美元，优势地位不断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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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 10个月创汇 6.3亿美元
出口60多个国家和地区

随州香菇出口
稳居湖北第一

随县三里岗镇吉祥寺村香菇基地随县三里岗镇吉祥寺村香菇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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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香菇企业智能化生产线随州香菇企业智能化生产线

随州香菇企业现代化生产车间随州香菇企业现代化生产车间

随州香菇企业现代化厂房随州香菇企业现代化厂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