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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蔬菜食用菌行业协会简讯   

      
2015 年 2 期  （总第 152 期 ）              2015 年 2 月 9 日  星期一 

                                                                 

孙雷主任近日对蔬菜工作做重要批示 

上海市农委主任孙雷近日在市蔬菜办上报的 2014 年度市蔬菜产销工作总

结资料汇编上做重要批示，全文如下： 

2014 年本市蔬菜生产供应正常，价格相对稳定，质量安全可控，保障能力

增强，取得了新的成绩。在新的一年里要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与难点，着力予

以突破。在确保生产供应的同时，要研究从根本上解决制约蔬菜特别是绿叶菜

质量安全的问题，要力争少用不用化学农药，通过绿色防控技术，从根本上保

障产品质量安全；要继续推进蔬菜生产机械化，力争解决绿叶菜机收难题；要

继续治理散户，发展“弘阳模式”，提高组织化程度。还有总结的典型材料很

好，要注意宣传引导，做到可复制可推广。 

 

 

 

 

 

 

 

 

 

陈德明同志春节前看望本协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并进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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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左一为陈德明同志。 

2 月 3 日上午，市农委副巡视员兼蔬菜办主任陈德明，冒着严寒来到本行业协会，亲

切看望秘书处工作人员并进行调研。陈德明同志充分肯定了协会秘书处的工作，勉励大家

爱岗敬业，更好的为企业为政府服务，把秘书处的工作做得更好。 

 

 

中国食用菌协会召开中国香菇市场流通峰会 

本行业协会毛传福、张劲松、孙占刚等出席 

 

图从左到右：我协会孙占刚副秘书长，我协会副会长、食用菌专业委员会主任、大山合菌物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毛传福。 

 

图为：我协会食用菌专家上海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所长张劲松研究员。 



 

第 3 页  

1 月 19 日—21 日，中国食用菌协会在浙江省庆元县召开中国香菇市场流通峰会暨庆元

香菇市场开启仪式。庆元是世界人工栽培香菇的发源地，以“历史最早，产量最高，市场最

大，质量最好”闻名遐迩，并获得原产地保护。“庆元香菇”获中国驰名商标，中国食用菌

协会领导出席的有张祥茂会长，高茂林常务副会长等。本市出席会议的有中国食用菌协会副

会长兼香菇分会会长、上海蔬菜食用菌行业协会副会长、上海大山合菌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毛传福，上海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所长张劲松研究员，本行业协会孙占刚副秘书长等。

上海善如水保鲜科技有限公司郑先章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 

 

上海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党委召开支部书记会议 

1月 26日，上海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党委在其单位会议室召开支部书记会议，中

心党委书记夏龙平主持了会议。郭玉兰副主任、各支部书记、人事科科长、纪委书记、工会

主席、办公室主任等参加了会议，我种植业协会联合党支部（注：联合支部由上海蔬菜食用

菌行业协会、上海市瓜果行业协会、上海种子行业协会三个协会秘书处党员组成的）负责人

参加了会议，支部副书记庄奇佳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 

八个支部的支部书记先后做了发言，大家都介绍了各自支部 2014年的工作情况和支部

特色、亮点。夏龙平书记最后做终结发言，他说 2014 年中心党委主要从五方面开展了工作：

1、“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业务，一手抓党建。2、干部人才培养。3、老干部工作。

4、领导干部作风建设。5、文明单位创建工作。同时他也对 2015年中心党委的工作进行了

部署：要求在市委农办的统一部署下建设“三型党组织”——“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

关注青年干部的培养，发扬好师徒“传帮教”优良传统。继续做好党风廉政建设，简历廉政

防控工作，文明单位的建设工作等。同时也对各位党支部书记提出了要求。 

 

图右排第三位是夏龙平书记，面朝大家右一为庄奇佳。 

上海蔬菜食用菌行业协会 2014 年排位前 10 件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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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协会秘书处评选，上海蔬菜食用菌行业协会 2014 年排位 前 10 件新闻如下： 

1、协会进行换届，吴梦秋当选会长，聘请杨勇萍为名誉会长。 

2014年 4月 29日协会顺利召开了换届会员大会。会上，通过了上海蔬菜食用菌行业协

会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通过了新修改的《上海蔬菜食用菌行业协会章程》，通过了第三

届财务收支决算报告。大会选举了新一届的理事会，上海蔬菜集团吴梦秋总经理当选会长，

聘请杨勇萍为名誉会长。10 月召开四届二次理事会，蔬菜营销配送专业委员会和食用菌专

业委员会伴随会员大会换届而换届，并新成立上海蔬菜食用菌行业有机蔬菜专业委员会。 

2、市农委领导及相关处室来协会调研并指导工作。 

市农委对本行业协会发展十分重视，市农委有关领导及农委蔬菜办、种植业办、市场经

济与信息处等相关处室多次来协会调研，指导协会工作。 

3、促进郊区蔬菜生产，保障蔬菜稳定、安全供应。 

协会参与了创新实践了露地蔬菜气象指数保险工作，推进了蔬菜价格保险工作，继续做

好了蔬菜种子备荒工作、蔬菜田头交易价格信息采集工作、蔬菜生产成本调研工作、蔬菜生

产者培训、蔬菜生产安全等工作，促进了市郊蔬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保障市场供应的同

时保障菜农利益。 

4、推动上海食用菌产业持续发展。 

协助中国食用菌协会撰写《全国食用菌行业企业综合实力与经营发展情况》报告。举办

2014 年食用菌工厂化栽培技术培训班。食用菌工厂化生产结构调整座谈会，食用菌专业委

员会活动。参加中国食用菌协会活动，学习交流产业情况和发展方向，等等。 

5、协会举行多次蔬菜产销对接活动。 

我协会积极举行多次蔬菜产销对接活动，有本市内的也有市外、国外和企业对接的。本

市内的活动主要有：协会组织部分会员和上蔬永辉超市进行的产销对接活动，为部分会员提

供免费展位参加农博会、上海国际果蔬展等。和市外、国外的对接活动有：如我协会组织部

分企业参加中国蔬菜协会在江苏省常熟举行的中国蔬菜产业博览会；我协会邀请山东兰陵县

领导和企业家参加在浦东种都种业举办的“2014第五届中国蔬菜新优品种博览会”并考察

我协会会长单位上海蔬菜集团和副会长单位上海弘阳农产品有限公司，并达成了初步的合作

方案；协会组织部分会员企业单位参加了“2014年中国兴化第一届全国果蔬食品加工产业

博览会暨优质农产品推荐会”；协会组织部分会员赴新疆喀什参加首届喀什农博会；向俄罗

斯联邦工商会驻上海首席代表推荐了蔬菜企业单位，等等。 

6、协会为会员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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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协会的简报共编写 12期，10万多文字，102张照片，得到了广大会员的支持和

关注。协会深入开展第一线调查研究，今年共走访了 50多家会员单位，听取会员意见和建

议，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和政策指导。协会还举办了多次培训班、研讨班等活动，有蔬菜和食

用菌种植技术培训，蔬菜安全培训，产销情况交流等。多种多样的服务受到大家的欢迎。。 

7、蔬菜食用菌品牌建设获新进展。 

今年，我协会又有 5家会员单位商标被认定为上海市著名商标，我协会有 24家会员单

位品牌被认定为 2014年度上海名牌产品/服务，有 7 家单位荣获“老味道、老故事、老品牌

——坚守诚信的力量暨 2014 年上海市食品安全示范企业”荣誉，多家企业获上海食用农产

品“畅销品牌”授予的荣誉称号。 

8、蔬菜食用菌企业诚信创建上新台阶，最高已达五星。 

2014年 12月底，本协会参加“企业诚信创建”活动评估的企业有 21家，五星级诚信

创建企业 4家是：正义园艺、银龙农业、绿和园艺、绿笋芦笋；四星级诚信创建企业 5 家，

三星级诚信创建企业 6家，二星级诚信创建企业 1家，一星级诚信创建企业 2 家，诚信创建

企业 3家。 

9、加强对外交流，促进民族和谐发展、扩大国际市场。 

为了深入学习和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国家要求做好对口支援工作切实关心

少数民族地区，我协会应市农委及上海市援疆前线指挥部的要求对上海对口支援地区新疆喀

什的组织了两次活动，一次是 9月的农业技术培训班，一次是 10月的组织我市从事蔬果加

工、销售的企业赴新疆喀什参加首届喀什农博会。为了帮助会员开拓俄罗斯市场，协会协助

农委组织本市的几家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参加 2014俄罗斯国际食品展。 

10、顺利完成不定向《政府购买服务》工作。 

近期，我协会完成了两项政府不定向购买服务项目。《2014 年上海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

产销对接调研》是由我协会单独完成。《上海地产农产品特色品牌专项调查报告》是由我协

会牵头，联合瓜果、特种养殖业、家禽、肉鸽，五家行业协会共同完成的。 

 

 

 

 

序：食用菌是我国农产品中具有明显优势的品种，其总产值在我国种植业中排名第五，

具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其具有较高的营养和保健价值而备受人们喜爱。上海食用菌产业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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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发展，目前已形成的工厂化为主，干品以及深加工为辅的生产模式，其单位企业产量

及生产技术已处于国内领先地位。2014 年中国食用菌协会工厂化专业委员会聘请专业机构

编写了《2013年中国食用菌工厂化产业研究报告》。其内容十分丰富，为此我行业协会摘录

部分内容以供会员企业参考。（这一期先摘录两篇） 

一、中国食用菌产业发展历史及近况 

食用菌具有很高的营养及保健价值，是我国农产品中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品种。早在

5000 年前，我国就开始认识和利用食用菌，其中黑木耳、香菇、草菇等多种食用菌栽培都

起源于我国，东南亚的草菇和日本的香菇栽培技术都经由我国传入。我国食用菌种类繁多，

野生食用菌种类数量超过 2000 种，驯化后的种类超过 100 种，商品化的种类超过 60 种，其

中香菇、平菇、木耳、双孢菇、金针菇等品种占据食用菌市场的主要份额。随着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一些高营养、高附加值的品种近几年也成功培养，如杏鲍菇、茶树菇、灵芝等，

都深受消费者的欢迎。 

表 2-1 中国食用菌历年产量 

年份 产量（万吨） 同比% 产值（亿元） 同比% 

2007 1682.0 20.1 796.0 34.9 

2008 1827.2 8.6 820.0 3.0 

2009 2020.6 10.6 1103.3 34.5 

2010 2201.2 8.9 1413.2 28.1 

2011 2571.7 16.8 1488.5 5.3 

2012 2828.0 10.0 1772.1 14.8 

2013 3169.7 13.0 2017.9 13.9 

我国是世界上认识和利用食用菌最早的国家，主要栽培的品种有香菇、黑木耳、银耳等

木腐菌和双孢菇、草菇等草腐菌。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我国的食用菌产业有所发展，人工

接种栽培逐渐出现。近年在政府的大力号召及政府扶持下，食用菌产业蓬勃兴起，中国食用

菌协会统计，1978 年中国食用菌产量仅 6 万吨，产值不足 1 亿元，而到 2013 年，全国食用

菌产量超过 3000 万吨，同比增长 13%，总产值达到 2017.9 亿元，同比增长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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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食用菌生产第一大国，占世界食用菌产量的比例也在呈现逐年升高

的态势。2012 年中国食用菌产量占到全球总产量的 75%以上，其总产值在我国种植业中的

排名仅次于粮、菜、果、油，居于第五位。 

在栽培模式方面，中国食用菌产业发展经历了房前屋后的庭院经济、特种蔬菜生产、成

片的集约化和现代化的工厂化生产 4 个阶段。经过将近 30 年的发展，目前我国食用菌行业

处于“农户生产模式、公司+合作社+农户生产模式和工厂化生产模式”并存的状态，其中

工厂化生产为近十年来兴起的一种新模式，其市场份额相对较低，处于快速成长期，同时由

于具备其他两种模式不可比拟的优势，发展空间较大。 

二、食用菌产业循环经济 

1 食用菌与种植业 

在农业生产中，会产生大量农业下脚料废弃物（作物秸秆等）和农产品加工后废料（麸

皮、棉籽壳、木屑等），而食用菌的种植可利用其作为原料，将一部分生物质转化成人类喜

欢的菌类产品，减少了环境污染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可以充分利用农业生产中的副产品，提

高其利用环节中的产值。 

2 食用菌与饲料 

食用菌生产的主要使用原料为农作物秸秆、棉籽壳、玉米芯、麸皮等，在菌菇生长过程

中其有效成分还有存余，特别是废菌包中含有大量的菌丝蛋白，可作为奶牛、羊等动物的饲

料来源。在福建漳州，食用菌生产的下脚料的利用已成为百姓自觉自愿的行为，在反刍动物

饲养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3 食用菌与肥料 

食用菌生产的废弃菌包中富含大量有机质、氨基酸、维生素及各种微量元素，是一种很

好的有机肥料原料。目前已有大型食用菌工厂化生产企业建有自己的有机肥料生产厂（如辽

图2-1 中国食用菌历年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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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田园），部分企业与有机肥生产企业合作，直接销售废弃菌包。相关食用菌有机肥田间试

验表明，施用食用菌菌包制成的有机肥能使水稻增产 6%—8%。 

4 食用菌与燃料 

由于食用菌培养原料大多是秸秆、棉籽壳等农作物原料，将其烘干后可作为燃料，是一

种生物质燃料，既节约能源，又节省工厂的燃料投资。目前，大部分食用菌生产企业直接通

过烘干燃烧，为灭菌等生产环节提供蒸汽，少部分企业将其销售给发电厂用于发电。 

5 食用菌菌包的二次利用 

工厂化生产产生的废菌包、废基质等经过处理后可继续用于另一种食用菌生产。主要模

式有：生产金针菇/杏鲍菇的一次菌渣用于双孢菇的生产；生产金针菇/杏鲍菇的一次菌渣用

于生产草菇、其二次菌渣用于生产双孢菇；生产草菇的一次菌渣用于生产双孢菇。例如山东

芳绿将工厂化生产产生的废弃菌包二次利用生产平菇。 

6 食用菌生产与光伏产业 

目前光伏产业在食用菌工厂化生产中的应用还不广泛，代表企业如山东集盛食品有限公

司利用光伏发电，降低用电成本，此外山东省邹城市 2013 年建设 20 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示

范项目，利用食用菌大棚房顶进行太阳能光伏发电。一般来讲，在西北干旱、光照资源丰富

的区域应用光伏发电会较为适宜。例如，陕西众兴高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利用食用菌工厂化

厂房屋顶进行太阳能光伏发电，已投入运行，总功率 5.1 兆瓦。 

 

 

众美联——互联网 B2B 供应链平台 

1 月 27 日，协会秘书处拜访了众美联（香港）投资有限公司，该企业定位中国最大的

餐饮酒店产业链整合服务平台，以强大的资本与互联网技术为依托，为产业链上下游构建起

以供应链及金融为核心，互联网整合营销、管理、培训、资本、商业模式及品牌连锁加盟为

一体的服务体系。目前已联合全国 50 个重点城市 300 余家餐饮酒店领域品牌企业。约有

60000 家门店，在其平台上集中采购，据其介绍，2014 年已汇聚平台采购订单 120 亿元。 

其餐饮酒店行业所涉及到的产品数量众多，而农产品是该平台需求较大的。经协商我会

员企业可免费入驻该平台，前期不收取任何费用，待有成交量后，该平台将收取成交额的一

定比例作为佣金。小南国、俏江南、和记餐饮等连锁餐饮都是该平台的黑卡采购股东。 

我会员企业如有需求可登录 http://www.ccjmu.com 查看，也可与我行业协会秘书处联系。 

联系人：孙占刚  电话：13524433665   64389260 

http://www.ccjm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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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蔬菜协会关于开展 2015 年优秀蔬菜生产商评价活动 

望相关会员企业踊跃参加 

为促进全国蔬菜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中国蔬菜协会于 2014 年开展了优秀蔬菜生产商评

价工作。评价工作以农业部蔬菜生产标准园建设、农产品安全生产的相关要求以及行业自律

的准则为指导，2014 年评出首批优秀蔬菜生产商 13 家，在中国蔬菜产业大会上发布并授牌，

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近日，中国蔬菜协会启动 2015 年优秀蔬菜生产商评价工作，发布经

修订的《优秀蔬菜生产商评价实施规则》和《优秀蔬菜生产商综合评价指标》，评价指标涵

盖基地管理、财务、竞争力、社会责任四大类，共计 50 项指标，绝大部分指标都可以量化

得到客观度量，可以较全面地反映生产商的生产经营状况。评价程序先由生产商自主申请，

再由协会根据实施规则组织评价，希望从事蔬菜种植生产经营的家庭农场（含个体生产经营

者）、农民专业合作社、企业等踊跃申报参评。 

获得优秀蔬菜生产商的生产经营者，将成为全国蔬菜生产标准化、专业化的示范典型，

其产品将成为优质安全蔬菜的代表，优秀蔬菜生产商将在行业内和社会上享有高度的荣誉，

中国蔬菜协会也将向蔬菜采购商和消费者优先推荐优秀蔬菜生产商及其产品。 

优秀蔬菜生产商评价是中国蔬菜协会的公益活动，不向参评者收取任何费用。 

申请参评的生产商，请按照要求填写《优秀蔬菜生产商申请表》（相关要求及申请表见附

件 1），于 3 月 12 日前发送至中国蔬菜协会电子邮箱（cva_bj@163.com），申请一律在网上

进行。请参加的企业同时告知上海蔬菜食用菌行业协会秘书处，联系人：庄奇佳，电话

64278556，手机：18018691865。 

 中国蔬菜协会联系人：  汝  琳   15210597251    曹瑞海   18001373626 电话：010-82105018   

传真：010-82105017   通信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中国农科院 8 号楼 530 室    邮

编：100081 

 

中国食用菌协会开展 2014 年度中国食用菌行业年度人物及十大事件评选 

请相关会员踊跃自荐 

       中国食用菌行业大会暨 2015 中国（山东•齐河）食用菌新技术新产品菌需物资博览会（以

下简称“大会”）将在 2015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1 日在山东省齐河县举办。其中将表彰“2014

年度中国食用菌行业年度人物、行业年度十件大事”。现开展 2014 年度中国食用菌行业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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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及十大事件评选。本次评审本着自愿参与的原则，以公开、公平、公正的形式统一进行，

不收取任何费用，具体评审程序如下： 

   个人或单位填写 2014 年度中国食用菌行业年度人物（2-3 名）、十大事件评选申请推

荐表，并有所在单位推荐意见及加盖公章，申请推荐表后要求附有 1000 字以上业绩介绍。

申请推荐表电子版请登录中国食用菌协会网站 www.cefa.com.cn 在关于举办中国食用菌行

业大会暨 2015 中国（山东•齐河）食用菌新技术新产品菌需物资博览会的通知附件里下载。

请参加者于 2015 年 3 月 5 日前发送至邮箱上海蔬菜食用菌行业协会邮箱：

svpe8621@sina.com，并和我协会孙占刚副秘书长联系，联系电话：64389260，手机：

13524433665。我协会统一申报给中国食用菌协会。 

 

 

秘书处简讯： 

1 月 19 日—21 日，中国食用菌协会在浙江庆元县召开中国香菇市场流通峰会，本协会

毛传福副会长、张劲松研究员及秘书处相关人员出席。上海善如水保鲜科技有限公司在会上

发言。 

1 月 21 日下午，上海农业废弃物利用行业协会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换届大会）在

浦东新区惠南镇景悦航空酒店会议室举行。会员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光明森源张洪伟

继续当选会长，作为农口兄弟行业协会，本协会庄奇佳出席会议并祝贺。 

1 月 23 日，协会秘书处孙占刚副秘书长参加了由市商务委公平贸易处组织召开的“上

海市产业损害预警培训会”。培训会就“一带一路”将对上海的影响，产业损害预警与国际

竞争提升以及 2015 年进出口公平贸易资金申请等事宜作了介绍。 

1 月 24 日，协会秘书处孙占刚副秘书长到我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上海弘阳农业有限公

司调研。 

1 月 26 日下午，市农技中心党委召开党建工作会议，各支部书记在会上交流 2014 年的

党建工作。上海种植业协会联合党支部副书记庄奇佳在会上作了发言，汇报了行业协会党建

工作。市农技中心党委书记夏龙平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 

1 月 27 日上午，本行业协会秘书处有关人员拜访众美联互联网供应链平台众美联招商

总监吴甬博，大家就双方合作事项进行了交流。 

1 月 27 日下午，本行业协会理事单位上海容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善源）就有机蔬

http://www.cefa.com.cn/
mailto:svpe8621@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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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发展事项在本协会秘书处陪同下专程拜访了上海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主任王南博士。 

 

图从左到右：王南博士、上善源赵婷、本协会孙占刚副秘书长 

1 月 28 日上午，本协会秘书处召开 2014 年工作总结会，秘书处每位成员进行了交流总

结。 

1 月 28 日下午，本协会孙占刚副秘书长到上海呈然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和上海新君宴蔬

菜专业合作社调研进行调研。 

1 月 29 日，协会秘书处孙占刚副秘书长与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相关负责人就做好

2015 年“冬淡”、“夏淡”期间地产绿叶菜价格日报调查工作进行交流。计划在 2015 年采集

本市中心城区和郊区区县的 24 个集贸市场 9 种地产绿叶菜价格。 

1月 30日下午，上海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召开会长会议，讨论 2014年工作总结和 2015

年工作计划，本协会作为副会长单位，秘书处相关人员应邀出席。 

2 月 3 日上午，市农委副巡视员兼蔬菜办主任陈德明同志，看望本协会秘书处工作人员

并进行调研。 

2 月 4 日下午，市蔬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召开上海市蔬菜标准化工作会议，回顾前阶段

工作，研讨上海市蔬菜标准化工作三年（2015—2017 年）行动计划。市农委陈德明副巡视

员到会讲话。本行业协会秘书处相关人员出席。 

 

图右二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瑞明，右三市农委副巡视员兼蔬菜办主任陈德明，

右四市技监局标准化处副处长陶城，市农委蔬菜办副调研员叶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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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浦东新区女农民科技节暨生态健康菌菇节举办 

我协会陆兰芳副会长会上讲解菌菇种植、生态健康的新知识 

 

图为：我协会陆兰芳副会长（上海芳原菇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1 月 30 日，浦东新区妇联主办的“2015 年浦东新区女农民科技节暨生态健康菌菇节”在

浓郁的学习氛围中展开。 

活动既有农科院教授普及菌菇知识，也有菌菇专家现场讲解种植技术，更有女科技工作

者们的技术交流。此次菌菇节上我协会陆兰芳副会长（上海芳原菇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在会

上和大家分享了菌菇种植、生态健康的新知识，她还和一些女带头人在创意菌菇菜肴大比拼

中一显身手。  

 

地址：上海市斜土路 2451 号 303 室     邮编：200030    

欢迎投稿  联系人：庄奇佳            电话：64278556  64389260  传真：64389278 

E-mail：svpe8621@sina.com            协会网站： www.snhx.org.cn/shucai/                 

mailto:svpe8621@sina.com
http://www.snhx.org.cn/shuc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