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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供函〔2021〕2号

关于对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
第 0037号建议的答复

曲靖市代表团叶小丽等 3名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陆良县食用菌产业发展资金支持的建

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非常感谢曲靖市代表团叶小丽等 3名代表对陆良县食

用菌产业发展的高度关注。《建议》分析了陆良县食用菌产业拥

有的资源优势和产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指出了四个方面的困

难和问题，提出了一个方面的意见建议，这些正是我们需要认真

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我们高度重视所提《建议》，正在积极努力、

多方呼吁，从各个层面、各个方面争取支持，以求得共识，共同

发力，推动我省和陆良县食用菌产业升级发展再上新的台阶。

当前，省委、省政府和各级政府都高度重视食用菌产业发展，

省供销合作社积极沟通协调、联合多部门共同推动食用菌产业发

展，发展环境越来越好。主要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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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工作举措

1.开展摸底调研。2020年，省供销合作社牵头，多部门参与

组成食用菌产业发展调研工作组，分三个组，赴全省内外各地开

展食用菌产业发展情况调研，摸清了我省食用菌产业发展的基础

数据。经调研摸底，全省 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均

有野生食用菌产出，根据《全国食用菌 2019年度产量、产值统

计调查结果》（中食菌协函﹝2020﹞63号），2019年云南食用菌

产量 66 万吨，农业产值 243 亿元（全国排名第二），综合产值

500多亿元。野生食用菌年产量 20 万吨，农业产值 167亿元；

栽培食用菌规模逐步发展，年产量 46万吨，农业产值 76亿元。

食用菌产值超过亿元的县有 38个。全省从事食用菌生产加工的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约 1300家，年产值 5000万元以上的约

40家，年产值 1亿元以上的约有 13家。2019年全省食用菌出口

量 16891.3 吨，出口创汇 12802 万美元，超过 1000 万美元的企

业 3家。“十三五”期间，云南省主持制修订食用菌国家标准 7项，

占全国 15项的 46.7%，发布地方标准 6项，占现行 17项的 35.3%。

资源原生境保护培育及扩繁促产技术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科学

模式全国领先，率先成功驯化暗褐网柄牛肝菌、花脸香蘑、中华

美味蘑菇、金耳、白参等品种。2020年，全省食用菌总产量 74.68

万吨，同比增长 13.32%；总产值 281.26亿元，同比增长 15.83%，

全省食用菌产业发展取得了新的成效。

2.出台相关文件。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全力打造世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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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绿色食品牌”的决策部署,根据省政府分管领导的批示,由省

供销社牵头，省直相关部门配合，对全省“云菌”产业发展基础信

息开展深入调研，在此基础上，起草了《云南省加快食用菌产业

发展的指导意见》，并于 2020年 11月 3日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

印发实施。全省十六个州（市）供销合作社和食用菌主管单位，

认真贯彻落实文件精神，正在制定和出台贯彻落实文件，积极推

动当地食用菌产业发展。

3.建立工作机制。纳入“绿色食品牌”同部署、同推进，部分

州（市）由州（市）供销社牵头，成立由相关部门组成的食用菌

产业发展工作小组，督促指导做好食用菌产业发展各项工作，主

动协调解决当地发展食用菌产业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陆良

县政府成立了以分管副县长为组长的食用菌产业发展领导小组，

并在县供销社设立了食用菌产业办公室，明确了工作职责。

4.营造发展环境。各州（市）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指导意

见》贯彻落实工作，认真组织当地相关部门和食用菌企业抓好《指

导意见》学习和宣传，准确把握《指导意见》核心内容、重点任

务和相关支持政策，通过政务平台、微信交流群等形式，进行了

广泛的宣传，要求各县（市、区）相关部门通过多渠道、多形式

进行宣传，确保食用菌企业、合作社和种植户家喻户晓，营造全

省食用菌产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5.实施一批项目。截止 2020 年底，为推进云南省食用菌产

业升级转型发展，组织各级供销社、相关企业和专业合作社、食

用菌专业技术人员等，先后组织实施“第六届中国（永仁）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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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露节暨永仁松露产业发展研讨会” 、“参加第十五届中国昆明

国际农业博览会”、“搭建云南省食用菌产业网站”、“建设食用菌

博物馆”、“开展各类食用菌产业专题培训”、“编制食用菌产业三

年行动计划”、“制（修）订食用菌相关标准 13项（其中：国家

标准 8项、行业标准 5项）。”等 22个项目，促进全省食用菌产

业发展。

6.开展各类培训。2018年至今，为加强食用菌专业技术人员

业务能力和相关专业知识，交流食用菌产业发展经验、学习先进

的食用菌技术和管理技术，省供销合作社先后在省内外举办了

“云南省食用菌栽培技术培训班（楚雄）”、“云南省特色食用菌

栽培技术培训班（昭通）”、“云南省供销合作社重点州市食用菌

栽培技术培训班（红河）”、“云南省供销合作社食用菌产业发展

专题研讨培训班（贵州铜仁）”等 9期培训班，培训全省食用菌

相关业务科室负责人、食用菌生产、加工重点企业，具有一定规

模的农民合作社负责人 800余人。

（二）主要成效

1.市场占有率大幅提升。我省食用菌出口多年来保持在 1万

吨以上，年出口创汇稳定在 1亿美元以上。2019年全省食用菌

出口量 16891.3吨，出口创汇 12802万美元，超过 1000万美元

的企业 3家。其中野生食用菌出口创汇较高的是牛肝菌（6689.6

吨，4845.8万美元；松茸（571.1吨，3004.6万美元）。随着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步伐加快，云南食用菌在稳定原出口欧美等

国家的基础上正逐渐向南亚、东南亚地区拓展，栽培菌出口，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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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栽培菌鲜品、菌棒等境外种植、销售，云南依靠野生食用菌

单一出口的局面发生改变。

2.基地建设力度加大。截止 2019年，依托资源禀赋和良好

的生态环境优势，全省已建野生保育（促繁）基地 118个，面积

约 64万亩，其中：产值超过亿元的县有 38个。食用菌产业发展

区域化格局基本形成，昆明、楚雄、大理、玉溪、迪庆等已成为

全省乃至全国野生食用菌加工出口重点区域和产品集散地，曲

靖、昭通、楚雄、保山、红河、普洱等地栽培食用菌总产值约占

全省 80%。陆良县以“党支部+公司+基地+农户”的食用菌栽培模

式为基础建立基地，已形成三岔河、马街、大莫古 3个现代化生

产种植基地，形成产品质量的行业标准，产品具备有力的市场竞

争力，初步构建食用菌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格局。

3.各类市场主体发展迅速。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全省从事

食用菌生产加工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约 1300家，年产值

5000万元以上的约 40家，年产值 1亿元以上的约有 13家，主

要为野生食用菌加工营销企业。全国最大的云南木水花野生食用

菌交易市场 2020年交易额 70多亿元。

4.科技创新在多个领域取得突破。全省食用菌科研院所、大

专院校和企业整合现有研发资源，初步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企

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体系。“十三五”

期间，云南省主持制修订食用菌国家标准 7项，占全国 15项的

46.7%，发布地方标准 6项，占现行 17项的 35.3%。资源原生境

保护培育及扩繁促产技术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科学模式全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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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率先成功驯化暗褐网柄牛肝菌、花脸香蘑、中华美味蘑菇、

金耳、白参等品种。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省食用菌产业虽然实现了持续增长，但与全国先进省份相

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食用菌产业发展顶层

设计不到位。二是产业规模化程度较低、龙头企业少。三是产业

链短，产品附加值低。四是品牌建设滞后，缺乏市场竞争力，与

国内先进地区相比，有较大差距。五是科技创新不足、产业发展

动力不足。六是生态发展意识弱、资源保护管理不到位等。这些

全省共性问题在陆良县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需要我们引起高度

重视，要采取有针对性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三、关于对《建议》的答复意见

根据省委、省政府对食用菌产业发展要求和《云南省加快食

用菌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云政函﹝2020﹞97号）精神，结

合我省食用菌发展情况、陆良县食用菌产业发展现状，就曲靖市

代表团叶小丽等 3位代表提出的建议，我们与省财政厅协商后，

共同答复如下：

为认真贯彻落实云南省委、省政府全力打造世界一流“三张

牌”、支持食用菌产业发展系列决策部署，加快我省食用菌产业

转型升级，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推动我省从食用菌资源大省

向产业强省转变，省财政厅高度重视食用菌产业发展，多渠道筹

措资金，2018年-2021年省级财政共计安排食用菌相关资金 9594

万元（不含涉农整合资金），其中，2021年安排 4500万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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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2018年-2021年安排食用菌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3830元。为落

实好《云南省加快食用菌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政策要求，2021

年省财政厅安排省供销社食用菌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3500万元，

重点对新品种选育、新技术开发、龙头企业发展、基础及现代化

设施建设、品牌培育等方面给予支持；二是 2018年-2021年安排

省级农村现代流通网络体系建设专项资金 5764万元。2021年安

排 1000万元，主要用于支持省级社有企业构建城乡网络体系、

建立城乡消费经营网点、企业补短板构建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建

设、“云品惠”电商平台打造“绿色食品牌”等方面，符合申报条件

的食用菌企业均可享受相关政策；三是按照《云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云政发

﹝2018﹞56 号）规定，产业发展方面的涉农整合资金可由各地

统筹用于支持包括食用菌产业在内的种植基地、交易市场、品牌

创建等。

目前，我们会同省财政厅按照《云南省加快食用菌产业发展

的指导意见》精神，正在拟定《云南省供销合作社 云南省财政

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加快食用菌产业发展指导意见政策资金扶持

申报指南>的通知》和《云南省食用菌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近日即可下发执行，并将在“阳光云财一网通”上公开办理。

请陆良县积极关注，强化前期准备工作，做好项目储备，届时我

们将对符合条件的项目给予支持。同时，请统筹用好涉农资金等

既有资金政策，省财政厅将积极配合行业主管部门做好食用菌产

业发展服务保障工作，加快我省食用菌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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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

此外，根据省政府办公厅 2020年 11月 11日印发《研究“三

农”工作专题会议纪要》精神和《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专项债支

持全省食用菌产业发展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云供合指

﹝2021﹞5号）要求，请陆良县认真做好项目梳理、编制和申报

工作，对符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条件的项目给予支持。

以上答复如有不妥之处，请与省供销合作社联系。希望继续

关注我省食用菌产业发展，并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021年 4月 23日

（联系人及电话：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省食用菌产业升级发展

办公室 李江 0871-63662605）

分送：省政府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代表议案建议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