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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市岫岩县牧牛镇香菇产业发展的

调研报告

单炜军 刘宏生 周云鹏 张丽娜 高振宇

2023 年 7-10 月，辽宁大学（鞍山）城市研究院多次组织辽宁大学农

业领域的师生到辽宁省香菇核心产区—岫岩满族自治县牧牛镇实地考

察香菇基地和香菇加工企业，采用与当地乡镇干部、香菇种植大户和加

工企业代表座谈及查阅相关资料等方式，对牧牛镇及岫岩县香菇产业

发展现状进行了调研。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这为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夯实农业农村基础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出发，立足世情国情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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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从解决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出发，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

总抓手，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深刻洞察

“三农”发展规律和趋势，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

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是新时代

新征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走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新道路和加快

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然要求。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也是建设

美丽中国的关键举措。产业是发展的根基，农业农村经济是我国现代

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

的重中之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促

进农业高质高效低碳发展，创造更多就业增收机会，全面实现农民富

裕富足。

一、岫岩县牧牛镇基本情况

岫岩满族自治县牧牛镇，是一个“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

园”的山区农业乡镇。牧牛镇地处岫岩县西北部，距离县城 80 公里，是

离岫岩县县城最远的乡镇之一。牧牛镇辖区面积 220平方公里，耕地面

积 26 415 亩，山林面积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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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岫岩县香菇产业的发展现状

香菇是药食两用的真菌，香菇起源于我国，是世界第二大食用菌种

类。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碳水化合物，其味道可口、营养丰富、香气怡

人，被誉为“菇中之王”“菌中皇后”“抗癌新兵”。我国香菇加工产业仍

处于发展阶段，加工技术相对落后，以鲜菇保鲜、干制品、罐头制品为代

表的初加工产品约占市场份额的 90%-95%，其他产品约占 5%-10%。

近年来，辽宁省香菇产业发展迅猛，主要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气候

条件和地理优势。辽宁省丰富的林业资源为香菇产业发展提供了充足

的原料资源，辽宁省现已成为东北地区香菇产业种植核心区。据辽宁

省食用菌协会统计，现阶段辽宁省香菇产业发展态势良好，种植规模、

香菇产量和质量均呈上升趋势。辽宁省作为我国最重要的香菇生产基

地，年产量已突破 110 万吨，位居全国第三，年产值 100 多亿元，成功带

动全省 29％的农民发家致富。辽宁的香菇产业主要分布在鞍山市岫岩

县、抚顺市新宾县、丹东市凤城市、朝阳市喀左县、大连市庄河市等地，

其中，岫岩县是种植香菇最主要的区域，主要分布在牧牛镇、三家子镇、

大房身镇、药山镇等乡镇，是所属乡镇的支柱产业和乡村振兴的主导产

业之一。香菇产业已经成为岫岩县农业发展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岫岩县牧牛镇农业产业特色鲜明，主要以香菇种植业为主。目前，

全镇有香菇大棚 1.5万个左右，气调库 5000 多平方米，烘干设备 1000 多

台，种植专业合作社 50 多家，全镇 70％以上人口从事香菇种植及配套

服务产业。2020 年，全镇香菇种植量约为 1.5 亿棒，产量达 15 万吨，产

值达 20 亿元左右，实现人均增收 1.5 万元以上。种植的品种主要有

-- 3



“0912”和“早丰 8 号”。牧牛镇生产的香菇远销全国各大城市，出口日、

韩和东南亚国家。因规模最大、产量最多、技术成熟，牧牛镇于 2010 年

被中国食用菌协会授予“中国香菇之乡”和“中国香菇第一乡”的称号，

2017 年被中国食用菌协会授予“全国食用菌特色小镇示范单位”称号，

2021 年入选全国农业强镇创建名单。

依托香菇产业的优势，牧牛镇涌现出了多家香菇加工企业，以岫岩

万物生科技有限公司和辽宁岩海牧业有限公司为龙头，带动农户进行

香菇加工和香菇副产品的高效利用。2023 年，岫岩万物生科技有限公

司获得“鞍山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称号，辽宁岩海牧业有限公司获得

“辽宁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称号。

牧牛镇以香菇产业为主导产业，产业特色明显，具有很强的代表

性。因此，结合牧牛镇实际情况，探索香菇产业发展的实际问题是岫岩

香菇产业健康发展的必然需要。

三、牧牛镇香菇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牧牛镇绝大部分香菇种植为传统的个体农户种植方式，这种传统

农业的种植香菇方式导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相互之间没有形成科学

且紧密的联动，三大产业在各自的领域进行独立的生产、销售和服务，

没有形成完整的全产业链条，未能形成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的产业生态系统，未能创造出更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体情况

如下：

（一）菌棒原材料供应面临短缺压力

菌棒的原材料为阔叶树硬杂木，来源于柞蚕养殖倒茬的废柴和木

材加工的边角料（粉碎直径约 0.5cm 木屑）。岫岩县政府为了保护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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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禁止木屑制品加工。目前，岫岩县香菇菌棒原材料木屑均为外采

（来源于凤城市、抚顺市、海城市、本溪市、庄河市、辽阳县），购进价格较

高



（三）香菇种植产业科技人才短缺

由于牧牛镇香菇种植基本采取种植户自发总结的种植经验，科学

性不强，多数种植户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吸引人才，导致专业技术性人

才储备不足，一些种植大户外聘知名专家进行指导和培训，而专家多数

为短期技术指导，农户对核心技术消化能力有限，效果不明显。另一方

面，我省香菇产业存在科研技术创新力量薄弱、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

政府扶持力度不够等问题，这些情况使得香菇产业科学技术应用薄弱，

香菇产业高科技水平发展后劲儿不足，大大限制了香菇产业的发展。

（四）中高端香菇种植所需的硬件设施条件较差

牧牛镇绝大部分香菇棚为传统的塑料大棚，其特点是投资少、基础

设施简单，但是很难达到对生产条件控制，在接种、发菇和生产各阶段

的设施条件差，导致低端香菇占比为 90% 左右。目前香菇市场竞争激

烈，除了海南省没有种植，其它省份都有种植，原有的季节性产业带优

势已经不复存在，产品竞争日趋白热化。另一方面，省内香菇产业链主

要集中在生鲜香菇生产，受市场供应量的影响，平均价格为 3 元/斤，总

体上鲜品香菇价格走低，利润越来越小，持续的低端普通香菇生产也导

致我省在香菇行业竞争力也越来越弱。

据了解，现阶段河北、河南等省份大部分采用“韩式大棚”，即在每

个棚的入口上方都安装了通风换气装置，给大棚遮盖了白色保温塑料

和苫布，能够准确地控制温度、湿度、菌种质量等关键环节，实现了高品

质香菇生产。而牧牛镇大部分香菇种植户仍采用地垛式种植模式，“地

垛菇”的优点是好管理，温湿度一致，缺点是单位大棚的生产量低，而

“架子菇”空间利用度好，产量高，但是立体种植不好控制温湿度，人工

控制技术难度大、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较高，只有少量有丰富种植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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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土壤的污染，环保压力大。

四、岫岩县香菇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2021 年 4 月 22 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和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发

布了《关于印发〈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2021 年）〉的通知》，在

乡村富民产业方面，提出鼓励社会资本开发特色农业农村资源，积极

参与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发展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发展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

品。发展“一村一品”“一镇一特”“一县一业”，建设标准化生产基地、

集约化加工基地、仓储物流基地，完善科技支撑体系、生产服务体系、

品牌与市场营销体系、质量控制体系，建立利益联结紧密的建设运行

机制。

国家大力扶植乡村富民产业为香菇产业带来了关键的历史机遇，

加快实施香菇产业现代化建设是发展农业产业强镇、发展优势特色产

业集群，发展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的重要任务。

（一）有序调控原材料木材生产，保障香菇产业生存发展需要

建议保护香菇生产原料林业资源，木屑和柞蚕倒茬树枝等原辅料

只供本县使用，同时建议省内森林部门控制原材料流向其他省份。岫

岩县香菇的规模和产量已经足够大了，不能无限扩大规模，应从品种改

良和品质提高上要效益。据了解，目前省内木屑资源不外流，将足够支

撑本省香菇产业发展的需要，使现有产业能力和省内自然资源承载能

力相一致，能够形成稳定生态产业平衡。盲目扩大产能将破坏生态平

衡，要确保辽宁省青山绿水的环境，同时降低省内香菇产业原辅料成

本，使产品销售更具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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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及香菇生产科学化种植技术，加快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建议辽宁省建立香菇产业研究院，为扶持香菇产业种植及产业

深度发展建立技术研发基地，培养科技人才，向种植户提供菌种培养、

技术管理、蘑菇深加工等技术服务。建立相关的香菇原辅料标准确保

香菇生产的质量安全和品质，杜绝因菌种、原辅料、接种技术控制到成

品把控不过关，给香菇种植户带来的损失。

（三）定位中高端品质香菇生产，升级香菇种植的硬件设施

要紧抓住技术关键，从扩大种植规模转向利用技术手段为香菇的

产量和品质保驾护航，其中硬件设施的升级是降低成本、提高收益率的

基本保证。传统香菇种植大棚产量低，中高端香菇出品率低，受自然条

件影响大；现代化“韩式大棚”标准菌棚，受季节影响小，香菇品质高，人

工成本低，经济效益可观。

建议以香菇种植大户的自身能力和发展意愿为主，由县级以上政

府牵头采取招商引资方式加快标准化菇房和高科技产业基地建设，在

有相关配套资金和政策扶植的前提下给予一定的补贴奖励，实现有顶

层设计和可实施性方案，有计划地、逐步地提高岫岩县乃至全省香菇种

植的硬件水平，扩大香菇产业集群建设规模，从根本上提高香菇的产业

化能力，多出高端的香菇系列产品，实现国家倡导的“农业现代化”发展

目标。

（四）加快推进深加工项目落地，发挥高端香菇产品的品牌效应

建议加快香菇深加工产业项目落地，以第二、第三产业反哺第一产

业，促进香菇产业链的健康发展，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加快香菇种植

的二产和三产能起到增加对香菇种植业的科技投入、吸引省内外的投

资人建厂的积极作用。以建设香菇罐头、调味品、即时食品生产项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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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入口，逐步引入高科技水平项目，如香菇多糖口服液、香菇多糖注射

液等保健品及药用品的生产。

（五）申请香菇产业的出口权，强化线上销售市场推广

建议由本地企业牵头办理进出口权资质，把握出口创汇、商品定价

的主动权，增加产品收益。利用媒介（中英文网站、网络交易平台）推广

香菇产品，吸引国内外客商投资和采购产品，打破目前基本上被福建经

销商垄断的不利局面，通过对外宣传和互联网找到源头的一级采购商，

获得更高的利润空间。

（六）加大对废弃香菇菌棒综合治理的投资力度

建议学习同行业废弃菌棒综合治理的经验，同时吸引资金和技术

到岫岩县投资建厂，结合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加强废弃的菌棒的综合

治理再利用；对牧牛镇已经启动的生物复合肥项目“用发酵工艺将废弃

菌棒与鸡粪做生物复合肥项目”进行论证，如果可行，应支持其扩大规

模，增加处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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