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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天麻正式纳入药食同源目
录，这为昭通天麻产业的发展插上了腾
飞的翅膀。”说起天麻产业，昭通市天麻
特产局负责人梅春思路清晰，信心满
满。多年来，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
打的他经验丰富，“天麻产业的食品研发
并不比药品研发低端。实际上，食品产
品上市周期短，而药品审批流程复杂，需
要经过 4 个临床周期的试验才能上市。
因此，我们将天麻产业的发展定位为：以
食用为主，药品、保健品、日化品生产为
辅，走中高端发展路线。”近年来，昭通天
麻产业快速发展。据统计，2024年，全市
天麻种植面积达11.57万亩，实现综合产
值 93.91 亿元，较 2017 年的 28 亿元增长
了65.91亿元。这一发展态势充分证明，
昭通天麻产业“以食用为主”的发展思路
是正确的。

天麻产业作为昭通六大高原特色农
业产业之一，在助推群众增收致富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据悉，2024年，昭通从事
天麻种植、生产、销售等环节的从业人员
达15万人。

“闯”出来的产业化之路

阳春三月，正值天麻栽种季节。我
们走进位于彝良县小草坝镇宝藏村的彝
良县天桓农业发展种植有限公司的1000
余亩育种基地，只见 10余名工人正在采
收白头麻，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从表面上看，这片土地并无独特之
处，树林里堆积的腐叶层层覆盖，显得朴
实无华。然而，当工人们提起一袋袋培
育的白头麻，“哗啦”一声倒出时，我们
不由得发出惊叹。工人们熟练地从土
壤中清理出白头麻，每袋足有三四斤
重。放眼整个基地，这样的麻袋竟超过
了 15万袋！

彝良县天桓农业发展种植有限公司
总经理彭家念介绍道：“该基地培育的白
头麻主要供应自家天麻基地种植，少量
余量才会对外供应给其他麻农。”

彭家念对于天麻这种植物很熟悉，
父母是当地知名的麻农，“90后”的他从
小就看着父辈种植天麻。

2006年，正在小草坝中学读初三的
彭家念放寒假回家，恰逢外出务工的邻
居青年返乡过年。听着对方讲述外面世
界的见闻——高楼大厦、商场、翱翔蓝天
的飞机，呼啸而过的火车……这一切都
让年轻的彭家念心驰神往。

“我决定到外面闯一闯。”彭家念不
顾家人反对，初中毕业后毅然决定外出
务工，和邻居一起坐上了去往西藏的大
巴车。

外出期间，彭家念修了两年铁路，最
终因为吃不了打工的苦回到了家乡。

回到家乡的彭家念开始创业，却因

经验不足而失败，辛苦积攒两年的积蓄
也付诸东流。

梦想破灭后，彭家念彷徨了很久。
2008年，在父亲彭振碧的资金和技术支
持下，他开始种植天麻。功夫不负有心
人，第二年，他就赚了 12 万元！这给了
他很大的信心，也让他明白：成功还是要
脚踏实地。2009 年，他拿出全部收益，
一次性购置了 2000多公斤天麻零代种，
开始大规模连片种植天麻，不料却亏损
了 13万元。

失败、成功、再失败，经过几年的摸
索，彭家念找到了失败的原因，摸清楚了

“两菌”和天麻生长的规律，并总结出一
套科学的种植和管护方法。

2014年，彭家念成立了彝良天桓农
业发展种植有限公司，迈入了规范化、规
模化发展的新阶段。紧接着，他积极寻
找合伙人，攻克“两菌”技术难关，培育出
最适应小草坝生态环境的优质菌种；注
册商标，建立标准化加工厂，走品牌路
线；考察除小草坝以外的天麻种植基
地，扩大种植规模，着力打造“两个标
杆”示范基地；探索林下仿野生种植技
术，改良种植方式，提高商品麻的质量
和产量……

如今，彭家念的天麻产业已形成一
条完整的产业链：温室育种—白头麻培
育—林下商品麻种植—成品天麻销售。

截至目前，彝良县天桓农业发展种
植有限公司已建成 3 个良种繁育基地，
总面积达 1200余亩。其中，位于奎香苗
族彝族乡仙马村的3000亩标准化天麻种
植基地，长期吸纳当地 90 余名村民就
业。与此同时，彝良县天桓农业发展种
植有限公司还通过技术培训等方式带动
周边 1000余户村民掌握天麻种植技术，
助农增收成效显著。

“这些年来，他在外面种植天麻，我
负责打理家里的事。”在彭家念和合伙人
沈荣谦共同创办的李子坪“两菌”生产厂
里，他的妻子赵东玲告诉我们。

赵东玲是贵州赫章人，两人因天麻
种植而结缘。“当时他和我的一个亲戚合
作，在赫章流转了2000亩土地种植天麻，
一来二去就熟悉了。”赵东玲回忆道。

2023年下半年，彭家念开始与来自
陕西汉中的沈荣谦合伙生产“两菌”。赵
东玲说：“长期以来，我们的‘两菌’供应
都是依赖外部采购，抗风险能力弱。与
沈荣谦合伙成立昭通李子坪菌业有限公
司，是因为看中他在菌种培育领域的技
术优势。通过引进先进的制菌工艺，不
仅保障了天麻种植基地的产品品质和产
能稳定性，还为公司和麻农带来了稳定
的收益。”

在生产车间里，堆积如山的萌发菌、
蜜环菌正在等待装运发货，不时有周边
村民驾驶货运三轮车前来采购菌种。

“我们生产的菌种品质稳定，能有效
保障麻农增收，因此在市场上赢得了良
好口碑。仅去年冬季到今年春季，就销
售了 50 万瓶萌发菌、150 万瓶蜜环菌。”
赵东玲说，“今年全国‘两菌’供应严重短
缺，市场价格从往年的5元至6元一瓶涨
到了9元一瓶，而且产品供不应求。”

“小草坝镇基本已形成全民参与天
麻种植的产业格局，这样的产业发展模
式具有显著的风险抵御优势。比如，即
便某一年一些农户因菌种问题减产，但
由于各家采购渠道不同，其他农户仍可
能获得丰收。这种分散风险的产业特
性，确保了整体产业的稳定发展。”彝良
县天麻生物产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彭泽祥
说道。

因此，在彝良县，像彭家念这样的
天麻种植大户并不少见。据统计，2024
年，彝良县已有麻农 1.45 万户，天麻种
植面积达 8.5 万亩，实现综合产值 45.23
亿元。

彝良县天麻产业已发展成为全市农
业经济的支柱产业，良种繁育工作取得
巨大突破：自主培育的 4 个天麻新品种
已通过农业农村部初审；2024年，以彝良
县天桓农业发展种植有限公司为代表的
40余家育种主体，累计生产天麻良种450
余万袋。在“两菌”生产方面，2024年，大
桥、李子坪等 20 余家“两菌”厂，“两菌”
总产量达950万瓶以上。

彝良县创新构建了“721”天麻产业
利益分配机制，即农户通过销售天麻、就
近务工及流转林地获得的收入，占收益
总额的 70%；龙头企业、合作社和种植大
户通过收购产品和组织群众加工、销售
天麻获得的利润，占收益总额的 20%；村
级集体经济公司通过协调流转土地组织
农户种植、采挖天麻并供货给企业获得
的收入，占收益总额的 10%。截至目前，
这一机制已有效联结全县 438家农业经
营主体（包括龙头企业、合作社和种植大
户）与 5200余户农户，每年可带动 2.1万
余人就近就业，务工人员人均年收入增
加1.3万余元。

“创”出来的致富之路

彝良县天麻产业发展比较早，产业
链也相对完整。我们来到永善县莲峰镇
六井村天麻种植基地时，这里的天麻产
业发展情况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永善县天麻种植面积最大的是莲峰
镇，全镇天麻种植又主要集中在六井村，
目前全村天麻种植面积已达 6000 亩。
2022年，六井村天麻产业成功入选县级

“一村一品”示范项目。
说到六井村天麻产业的发展，离不

开一个重要人物——邹成帅。当我们见
到他时，他正在指导工人运用“双层材”
技术栽种天麻。“这项种植技术是我们的
一大种植特色，通过单次铺材实现两年
循环利用，既保证了天麻生长所需的营
养，又降低了菌材消耗成本。”谈起天麻
种植技术，邹成帅滔滔不绝。

2006年，邹成帅带着打工攒下的全
部积蓄返回家乡，投身天麻种植。“我的
父亲一生都在与天麻打交道，种植经验
丰富。他曾把白头麻放到有菌的材床上
种植，取得过好的收成。这让我意识到，
如果能系统掌握天麻人工培育技术，必
将打造出一个富民强村的新兴产业。”

在父亲的大力支持下，邹成帅开始

尝试种植天麻。他四处奔走，学习种植
技术，回来就孜孜不倦地潜心试种，即便
接连失败也从未放弃。

2010年，邹成帅通过采集野生天麻
种，用蕨草根培育的“两菌”进行栽种，取
得了技术突破。“总算见到了成效，最大
的一塘天麻收获了 26个，总重 15斤，其
中最大的一个有 1 斤！”2011 年，邹成帅
将种植面积扩大至 20亩，移栽麻种 1500
斤，年产值达38万元。

2015年，邹成帅牵头成立了合作社，
积极动员周边村民加入种植行列，但大
家顾虑重重：“我们祖祖辈辈都种马铃
薯，虽然卖不上价钱，但人畜都能食用。
这天麻一股子药味，种出来也消耗不了
多少。”

“示范效应胜过千言万语。当大家
看到我通过种植天麻获得了可观的收益
后，原先的务工人员率先开始试种并实
现增收，很快就有 61户村民跟着我种植
天麻。”邹成帅骄傲地说。截至 2024年，
邹成帅已种植天麻 1050亩，并带动周边
农户发展天麻种植6000亩。

有了更加稳定的天麻种源供应渠
道，邹成帅开始琢磨成品天麻的销售。
他最初将天麻运往小草坝交易市场进行
线下销售，后来通过微商、网店等也拓展
了一些渠道。如今，邹成帅已建立起覆盖
抖音、小红书、快手、微信视频号等主流社
交媒体的营销矩阵。今年，他创新邀请网
红直播带货，收益效果非常不错。“今年，
我们跟永善县善耕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签订了供货协议，目前已供应天麻 4
万斤。此外，镇里还引进了深加工企业，
投产以后预计每年可收购 1000 吨鲜天
麻。”邹成帅兴奋地说。

有了天麻这一富民产业作支撑，莲
峰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在外
务工的年轻人陆续返乡投身天麻种植
业。如今，全镇上下都参与到天麻产业
中，每逢种植和采收季节，田间地头一派
繁忙景象，用工需求激增，常常需要从周
边乡镇招募临时工。“就拿我家来说，不
仅在县城里买了房，孩子们也都接受到
了更好的教育，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邹成帅说。

2022年，莲峰镇天麻成功获得省级
有机认证，现已成为当地高寒山区的主

导产业。截至目前，已有多家深加工企
业入驻莲峰镇，研发了天麻水、天麻压
片、天麻酒、天麻含片等系列产品，为产
业提质升级打下了坚实基础。

科技赋能优良品质

“可以说，以食用为主的发展方向有
效扩大了昭通天麻的市场需求，而科技种
植则是昭通天麻产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昭通市天麻特产局负责人梅春表示。

林下仿野生天麻种植模式通过减少
人工干预，不仅提升了天麻品质，还充分
利用林下空间发展立体复合种植，实现
了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昭通发展林下
仿野生天麻种植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生产出的天麻产量高、质量好，富含天麻
素及多种微量元素，市场竞争力强，为麻
农增收致富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天麻种植繁育上，彝良县建成了
研发中心和5000亩野生天麻种源保护基
地。2024 年，全县天麻良种产量达 800
万斤，实现产值3.6亿元，“全国优质天麻
种源基地”建设已初见成效。

为提升天麻种植标准化水平，彝良
县建成了天麻科技示范园，制定了标准
化生产技术规程，重点推广林下仿野生
种植模式，每年开展天麻种植基地有机
认证10万亩。

2024年底，彝良县天麻生物产业协
会在小草坝天麻国际交易中心设立了天
麻种植产地溯源码服务点。彭泽祥说：

“设立服务点旨在为麻农和经销商提供便
捷服务，推动天麻种植全程溯源管理。通
过赋予小草坝天麻‘身份标识’，既能维护
品牌形象，又能提升产品附加值。”

梅春表示，昭通市正在积极筹建占
地 400 亩的滇东北中药材国际贸易中
心，届时将设立昭通天麻专属交易区，实
行严格的准入机制：进驻的企业必须是
纳入溯源体系的企业，并对溯源资格进
行一年一换，确保昭通天麻的品质和市
场竞争力。

“在品质和产量的双重保障下，昭通
天麻产值 2025 年预计将突破 100 亿元，
2027年有望达到 130亿元。这将创造大
量的就业和增收机会，为乡村振兴注入
强劲动力。”梅春说道。

一手抓质量 一手抓产量——

昭通天麻产业的发展之路
记者 吕 翼 刘静涛

加工中的天麻片。

干天麻与天麻制作的美食。

莲峰镇六井村村民在种植天麻。
彭家念（左）在加工车间调试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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