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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市是國家級貧困縣，2020年4月正式退
出貧困序列。這裏土地貧瘠，多為沙崗

地，廣種薄收，玉米產量不高。這樣貧瘠的土
地卻非常適合種植黃菇娘，當地種植黃菇娘有
上百年的歷史。

黃菇娘屬漿果「偏愛」沙壤土
黃菇娘是茄科植物一年生草本植物，原為野
生植物，多生長在山坡上，它耐寒抗旱，在中
國北方和東北地區生長較多。
這種漿果成熟後果實色澤金黃，形似葡萄
粒，味甜，多汁，2018年獲得「國家地理標誌
保護農產品認證」。含有人體必需的18種氨基
酸、21種微量元素和礦物質，維生素E含量達
每百克2毫克，原青花素是目前國際上公認的清
除人體內自由基有效的天然抗氧化劑，檢測數
據表明含量每百克達0.1毫克，具有增強免疫
力、生津開胃等功效。
俊峰種植農民專業合作社理事長劉俊峰說：
「東北大多數都是黑土地，雖然土地肥沃，含
水量大，但種出來的黃菇娘卻口感酸澀、易
裂，反而大安的沙壤土種出的菇娘外觀和口感都是一等。」
劉俊峰今年42歲，已經從事黃菇娘產業20年，見證着大安市黃

菇娘從「房前屋後半畝地」走向3萬畝產業規模。他的合作社共有
100戶會員，其中貧困戶54戶，有勞動能力的貧困戶跟他一起種植
黃菇娘，沒有的參與分紅。

種玉米賺八千 種菇娘賺六萬
劉俊峰算了一筆賬，種黃菇娘所得的淨利潤較種玉米高7倍以
上。「以一垧地（編註：當地方言，一垧約為10畝）為例，種玉
米的話去掉種子、化肥、農藥成本，無自然災害的話最多淨利潤8
千元（人民幣，下同）。而種植菇娘每垧地純利潤6萬元以上。」
「現在大安種植黃菇娘的越來越多，行情一年比一年好，老百姓

腰包鼓了起來，有了規模以後，吸引了全國各地的客商，我敢說，
這個（入夏）時期全國各地有黃菇娘的水果市場，就一定有咱們大
安的黃菇娘。」劉俊峰說。

成立採摘園 帶動鄉村遊
佔據着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黃菇娘成為大安市脫貧攻堅戰的一
項重點優勢產業。
在2016年以前，紅崗子鄉南崗子村是著名的貧困村，據村書記
馬軍峰介紹，村裏共有建檔立卡貧困戶88戶167人，因病致貧戶佔
75%以上。
在種植黃菇娘之前，南崗子村村民經常感嘆，「這裏的土地是老
天爺不賞飯吃」。但從2017年開始，村民嚐到了種黃菇娘的「甜
頭」。
村裏的第一書記撒宗朋說：「南崗子村位於北緯45度東經123
度，與新疆阿克蘇處在一個緯度，日照時間較長，這裏產的菇娘
味道甜，個頭大，聞名周邊。2017年，全村種植大棚130棟，銷
售額達到240餘萬元，2018年便擴展到了200餘棟，銷售額超過
340萬元。我們種出來的黃菇娘不愁銷路，客商之間相互爭搶現
場時有發生。」
黃菇娘給南崗子村村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收益。該村村書記馬軍
峰介紹，「2016年以前村裏人均收入只有4,000多（元），2019年
人均收入達到11,450元，所有貧困戶已於2018年末全部脫貧。」
除發展黃菇娘種植產業外，大安市很多鄉鎮還通過黃菇娘發展休

閒農業和加工業，用「合作社+基地+貧困戶」形式帶動貧困戶脫
貧。2017年，徐氏眾誠農業有限公司成立了採摘園，同時也主動
擔負起共建帶動的責任，創造工作崗位，幫助貧困戶脫貧。
目前正是黃菇娘採摘旺季，眾誠採摘園每天都要用工70多人，
徐氏眾誠農業有限公司總經理徐彬指着身後的數十棟大棚說：「這
些大棚是政府和企業共同出資建設的扶貧採摘園，大棚裏的黃菇娘
一上市，這裏便擠滿了前來採摘的遊客。採摘園不僅每年為全鎮貧
困戶分紅幾十萬元，還帶動了當地的鄉村旅遊。」
大安市近3,000名貧困勞動力到菇娘種植大棚參與採摘菇娘、田
間管理等方面工作，每天能收入150元左右。
目前，眾誠採摘園大棚總數達122棟，扶貧暖棚14棟，按每
年不低於暖棚總造價10%的比例上繳承包費用，為全鎮1,134戶
貧困戶分紅。

若你在7月份來到吉林省西部的大

安市，就會看到來自全國各地的客商

奔走在田間地頭。這正是黃菇娘的收

穫季節。在太山鎮巨寶村的農貿交易市場，

成噸的黃菇娘在這裏分揀、晾曬、裝箱之後

銷往全國各地。來自齊齊哈爾的客商王東

說，他每年要在全國收購50萬斤黃菇娘，大

安市是其重要的一站。在大安市收購的黃菇

娘，經本地挑揀後直接通過汽車發往北京、

深圳、上海、廣州，三天一個循環。

像王東這樣的收購商，在大安市還有數百

人。入夏的大安市是黃菇娘的主產區。隨着

市場需求的增加，黃菇娘逐漸供不應求。

「互聯網+」時代
下，電子商務遍地開
花，大安市黃菇娘也
在華譽農村電子商務
有限責任公司的帶領

下搭上了電商的「快車道」。
「只有擁有自己的品牌才具有真正

的競爭力。」該公司總經理叢佳軍表
示，「大安的黃菇娘不愁賣，這裏有
天南海北的客商，但是如何建立起一
個更強大的黃菇娘品牌，僅僅靠客商
是不夠的，還是需要向電商靠攏。」

2016年，叢佳軍依託於華譽種植農
民專業合作社，建立電商工作基地，
通過合作社的形式組織農民去種，然
後電商收回，進行檢測、加工，保障
品質，形成產業閉環。

同時，註冊「嫩水態安」商標，將品
質好的黃菇娘拿出來做精品，走網銷的
路線。依託京東的「中國特產」吉林
館，善用淘寶和一號店給予地方特產的
流量支持紅利，形成「互聯網+合作社+
農村電子商務」的產業發展格局。

籌建倉儲加工廠
叢佳軍回憶，「2017年大安市的黃

菇娘成功登陸淘寶天貓聚划算平台，開
拍不到20分鐘訂單突破1,000單。目前
我們的網上店舖存在着產品不夠賣、人
手短缺的問題，所以公司正在籌備建立
倉儲加工廠，以延長銷售時間。」

合作社助力電商的同時，電商
也在補充合作社。在項目建設過
程中，叢佳軍提出，在大安市18個鄉
鎮223個行政村建立223家村級電商服
務站，每個村挑選出一個服務站站
長，每個站長帶動5戶貧困戶。

電商收購價更高
月亮泡鎮煥新村服務站站長李艷波是

村裏的名人，也是村裏首批「網紅」。
李艷波說：「通過電商能讓老百姓

多一些收益，無論是黃菇娘還是其他
農產品，我們代公司收購要比市價
高。比如，春天的時候，我們的村民
通過平台賣出5萬枚雞蛋，每枚雞蛋
多收益3毛錢。」

煥新村一星貧困戶（當地貧困戶分
為三星，其中三星為最貧困）刁麗
影說：「我和老伴身體都不好，
家裏有4畝地之前都租出去了，
只能收益5千元左右。在艷波
站長的支持下，我們今年僱
人種菇娘，開賣3天，去
掉 人 工 成 本 就 賺 了
1,000多元，照這個
效益看來，明年
還種。」

「黃菇娘」效益好，主要是採取大棚種植
搶早上市，然而資金是大棚種植黃菇娘面臨
的最大瓶頸。為此，大安市出台各項政策措
施，積極鼓勵農民大棚種植，為集中建設10
棟以上大棚的農戶每畝補貼4,000元，並在
大棚水電路的配套資金方面給予支持。2020
年以來，補貼政策還在加大，對建設黃菇娘
大棚進行補貼——每棟大棚補貼一萬元，無
基數限制，上不封頂。
此外，大安市按照當地的扶貧政策把貧困戶
分為三星，實行差異性的政策補貼，對從事黃
菇娘生產的二星貧困戶、三星貧困戶，幫助建
設一棟大棚，對發展黃菇娘生產的一星貧困

戶，由於自身發展的動力不足，缺少資金，為
他們解決貼息的小額貸款。

村民：昔難保生計 今摘貧戶帽
南崗子村村民馬占東以前是村裏的貧困戶，

從2016年開始種黃菇娘，現如今家裏已經有
了存款。他說，從前種植結構單一，只種玉
米，看天吃飯。碰上好年景能多收入點，遇到
不好的年份，沒有收入，甚至賠錢。家裏妻子
生病、孩子上學，生活的壓力讓他喘不過氣。
2016年，馬占東在扶貧政策幫助下，免費

建設兩棟大棚，開始走黃菇娘致富的道路。
「我沒想到，在沒有經驗的情況下就賺了2

萬元錢，2017年我用賺來的錢又建設了一棟
黃菇娘大棚，擴大規模，當年就摘掉了『貧困
戶』的帽子。現在家裏情況好多了，妻子身體
一天天好起來，孩子也大學畢業，我心裏別提
多高興了。」
數據顯示，2019年大安市黃菇娘產業帶動

貧困戶2,000戶，戶均增收8,000元。
此外，據大安農業局相關負責人介紹，「在

庭院種植菇娘的貧困戶，每平方米還能補貼3
元，每戶最高達補貼1,000元。同時，有近
3,000名貧困勞動力到菇娘種植大戶參與採摘
菇娘、田間管理等方面工作，每天能收入150
元左右。」

勉大棚種植 補貼再升級

玉米地種
村民致富嚐甜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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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冶 長春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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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崗子村村民馬占東通南崗子村村民馬占東通
過種植黃菇娘脫貧致富過種植黃菇娘脫貧致富。。

●因來往客商較多，煥新村有黃菇娘交易市場。

▲黃菇娘又稱燈籠
果。圖為包裝好準
備送去市場銷售的
黃菇娘。

●● 從種植到在市場上售賣從種植到在市場上售賣，，
黃菇娘要經歷採摘黃菇娘要經歷採摘、、分揀分揀、、晾晾
曬曬、、檢測等多個步驟檢測等多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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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種植黃菇娘數據大安種植黃菇娘數據（（部分部分））

年份年份 種植面積種植面積 收益收益

20172017年年 11..33萬畝萬畝 11..99億元人民幣億元人民幣

20182018年年 11..55萬畝萬畝 22..33億元人民幣億元人民幣

20192019年年 22萬畝萬畝 33億元人民幣億元人民幣

20202020年年 33萬畝萬畝 44..55億元人民幣億元人民幣

黃菇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