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齐 悦 高启臣

北京房山区阎村镇后十三里村种田大

户陈华青，在今年小麦播种时已是连续六

年施用商品有机肥了。但他却没有想到的

是，他所使用的有机肥生产原料很有可能

来自他家。

带着这个疑问，记者来到房山区的一家

大型食用菌生产基地——北京英良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一探究竟。

资源利用，变废为宝

在公司总经理周永强的陪同下，记者来

到蘑菇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着拌

料，给栽培袋装料、消毒、接种……之后，把

栽培袋搬运到栽培车间，并按要求将栽培袋

码放成一排排的“料墙”；有的蘑菇刚刚露

头，有的已长得层层叠叠，煞是好看！周永

强用手指着大棚内的蘑菇说，这些蘑菇都是

以玉米芯、棉籽皮、木屑等为原料生产的。

玉米芯，是玉米脱粒后留下的穗轴，不

可 能 在 玉 米 收 获 过 程 中 随 同 秸 秆 粉 碎 还

田。玉米芯，现已成为农村中的一大难题。

陪同记者采访的土肥专家、房山区土肥站副

站长朱文说，过去玉米芯多作为燃料烧火做

饭，现在已很少这么做了，有的农户则将其

作为垃圾堆放在村边、路旁。时间久了就会

发霉腐烂，特别是在夏天的雨季里会产生大

量的废气和废液，对生态环境、村容村貌和

卫生状况产生影响。

“别看让农民头疼的玉米芯，对我们公

司来说却是宝贵的资源。”周永强说，早前栽

培食用菌主要以木屑为原料，随着食用菌产

业的快速发展，木材厂等行业产生的木屑已

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了，以玉米芯、棉籽皮等

农业废弃物为原料栽培食用菌不仅解决了

食用菌生产原料紧张的问题，还帮助农民解

决了处理玉米芯难题。

周永强介绍说，玉米芯可以栽培平菇、

金针菇、香菇和真姬菇等多种食用菌。栽培

平菇，每百公斤（干料）可产鲜菇 120 公斤左

右，质量、色泽、口感及风味均为上乘。他们

的公司是房山区大型食用菌生产基地之一，

主要以生产档次较高的真姬菇为主，每年生

产鲜菇 1500 多吨，收入 1800 多万元。为确

保蘑菇的正常产量，每年需要购进 2000 多

吨的玉米芯、棉籽皮等生产原料。

随着食用菌产业的快速发展，玉米芯的

价格也一路走高，最初到村头拉走就行，后

来象征性地收点钱，到现在每吨 800 多元。

他还特意强调，近几年公司都要尽可能地从

房山附近多收购一些玉米芯，以帮助附近农

民解决处理玉米芯的难题，并增加收入。

当我们来到了蘑菇渣处理和存放厂房

前时，只见一辆大型半密封式运输货车停放

在蘑菇渣出口处附近，司机正熟练地用铲车

给货车装载蘑菇渣。装满后，司机从铲车驾

驶室内跳出，进入货车驾驶室内将车开走。

“多亏了有机肥生产企业的收购，解决

了公司处理蘑菇渣的难题。”周永强用手指

着刚刚开走的车辆感慨地说，他们公司每年

产生 1200 多吨的蘑菇渣，如果直接抛弃到

野外，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委托环保部门处

理，每年要交纳不菲的垃圾处理费用。幸运

的是，2007 年公司成立时，在土肥部门的帮

助下，公司与商品有机肥生产厂家——北京

市鑫兴翰尧农林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订

下了收购蘑菇渣的协议，在投产之前就帮助

我们解决了处理蘑菇渣的难题。协议约定，

鑫兴翰尧农林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每

立方米 22 元的价格上门收购蘑菇渣，不仅

解决了公司处理蘑菇渣的难题，还意想不到

地带来了一笔收入。计算下来一立方米的

蘑菇渣，增加收入几十元。

循环利用，资源榨干用尽

玉米芯、棉籽皮硬度较高，要对其进行

腐熟处理才能作为肥料使用。在去往北京市

鑫兴翰尧农林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路上

朱文介绍说，在制作蘑菇生产原料的过程中，

玉米芯在蘑菇生长发育过程中粗蛋白、纤维

素、木质素等经过蘑菇菌丝体的分解成为易

于吸收的营养成分，但蘑菇渣的质地轻，直接

施用会四处飞扬，风天时更为严重。

转眼间我们来到了鑫兴翰尧农林生物

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总经理张淑慧带

着记者来到了肥料储存仓库附近，仓库外面

工人们正在进行包装作业。灰黑色的粒状

肥料很是干净利落，没有了畜禽粪便的独有

气味。包装好的肥料码放得整整齐齐，肥料

商品名称、养分含量、肥料登记证号、执行质

量标准、生产厂家名称等信息在包装袋的正

面标注得清清楚楚。张淑慧介绍说，商品有

机肥绝不是将几种原料混合在一起，晒干后

装入袋内那样简单，要按照农业部制定的质

量标准，要经过原料预处理、发酵、干燥等多

道工序的加工，最后才能生产出合格的有机

肥料。每道工序都有严格的技术标准和质

量要求，且不可缺少，缺少任何一道工序都

会对肥料质量产生影响。

她说，发酵池外表看似非常平静，里面

却发生着非常复杂和激烈的生物化学反应，

不同种群的微生物在不间断地繁殖、死亡，

再繁殖、再死亡……有益微生物与有害生物

之间的相互厮杀，不亚于一场战争。在这一

过程中，微生物为了生长和繁殖的对养分的

需要，对原料中的纤维素和木质素进行分

解，使之转化成为易于吸收的营养，以及优

质的有机质和腐殖质，并产生大量的热量。

所 产 生 的 热 量 可 使 发 酵 池 内 的 温 度 达 到

60—70 摄氏度，保持 3 天的时间，就可将残

留在里面的寄生虫卵、病原菌和杂草种子全

部杀灭，再经过干燥和造粒等工序后就可以

生产出高品质的商品有机肥。

有机肥产业的发展，把一直作为垃圾

处理的蘑菇渣变成了香饽饽。张淑慧说，

公司每年生产的 3 万多吨商品有机肥料，

每年消化和处理蘑菇渣、牛粪、猪粪共计 14

万多吨，其中，蘑菇渣 6 万多吨。她们的公

司是最早以蘑菇渣为原料生产有机肥的厂

家之一，开始时蘑菇种植基地不要钱，后来

象征性给些钱，现在有的蘑菇基地每立方

米要价三四十元。

没有废物，只有资源

对于农民来说，使用商品有机肥最大的

实惠莫过于经济效益。

陈华清购买商品有机肥时，账算得很清

楚。由于有政府的财政补贴，600 元一吨的

商品有机肥他能以 120 元拿到，比买鸡粪还

便宜，利用机械施用，省工省力，索性连年施

用，增加一下地力。谈到对地力的影响，目

前还很难在感官上体现出来。但陈华清却

注意到了，近三年每亩少施化肥 10 多公斤，

小麦亩产始终保持在 500 公斤上下，比 5 年

前增加了近 50 多公斤，今年更是创下了最

高纪录，亩产达到 540 公斤。

农民算的主要是经济效益账，而政府算

的更多的则是社会效益账。土肥专家、推广

研究员北京市土肥站站长赵永志说，“只有

放错地方的资源，没有废弃物，这是循环农

业最为重要的特点之一。”食用菌产业、有机

肥产业，对玉米芯、棉籽皮等进行再利用，最

后又把这些废弃物用于农业生产，彻底做到

了把资源榨干用尽。在这一循环过程中，如

果缺少了有机肥产业，循环就会断开，蘑菇

渣很有可能永远作为垃圾处理。

目前，北京地区每年直接和间接产生的

农业废弃物约 1000 万吨，潜在养分相当于

30 万吨化肥，如果加以资源化利用转化为

有机肥料，其效果是难以用经济收益计算

的：减少化肥用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缓解

有机肥料的紧缺、生产更多的绿色食品……

为推进资源化利用农业废弃物，北京市

土肥站经过反复试验，先后研发出商品有机

肥生产技术及工艺、设施蔬菜和露地蔬菜废

弃物循环利用、蚯蚓处理蔬菜废弃物等多种

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商品有机肥生产

技术及工艺的研发成功，使有机肥成为一项

产业。目前，北京市商品有机肥料企业已发

展到 30 多家，每年资源化利用畜禽粪便、蘑菇

渣等废弃物近 300 万吨以上，生产商品有机肥

70 多万吨。此外，还利用生物技术，将几种废

弃物放在一起开发生产出叶面营养剂、花果

营养剂、果实营养剂等多种肥料产品。

赵永志说，农民也想施用有机肥，但现

代化畜牧取代传统畜禽业后，畜禽粪便变分

散式处理为集中式处理，数量也大大增加，再

加上畜禽养殖场远离农田、不易拉运、劳动力

紧张等原因，农民已很少使用有机肥了，致使

土壤肥力明显不足。北京耕地质量长期定位

监测表明，经过多来的培肥地力土壤有机质

含量有了明显提高，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为了提高京郊土壤地力，北京市政府对

农民使用商品有机肥给予财政补助，并且不

断加大补贴力度。2009 年以来，市财政每年

都要划拨专项资金用于农民使用商品有机

肥专项补贴试点工作。在补贴有机肥试点

的示范作用下，调动了农民使用有机肥的积

极性。据调查，目前北京市有机肥施用面积

达到 170 多万亩，蔬菜和果树普遍施用的同

时，粮食作物也开始大面积施用。

（高启臣系北京市土肥站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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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肥产业 让农业循环起来

■ 齐 悦

林锡新，乐清龙凤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是集珍稀濒危名贵药材铁皮石斛选种、

种苗培养、种植，生物研究、产品研发、经营销

售于一体的综合型企业的掌门人。

乐清龙凤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中医宝

库中最珍贵的滋阴圣品——铁皮石斛为产业

核心，基地设在雁荡山北麓的全国首批被评为

生态之乡的四都陈坦村，这里风景秀丽气候宜

人，完好的原生态环境，是天然珍贵动植物生

长发育的风水宝地，更为我们规模化种植提供

了天然保障。公司与浙江农林大学合作建立

铁皮石斛种苗培育示范基地，运用仿野生规范

化、标准化种植技术，并通过国家有机认证、国

家 GAP 认证，种植出的铁皮石斛有效成份达到

并超越国家相关标准规定。

林锡新一直为造福人类健康的事业而努力

着，铁皮石斛让他倾注了太多心血。据他介绍，

千百年来，在南方民间，有这样的说法，当有危重

病人处于生命垂危之时，人们会想方设法冒着生

命危险从悬崖峭壁上采来“仙草”，将其汁液喂入

病人口中，令病人起死回生。这种说法虽然有其

传奇色彩，但据载，民间确实存在着这种被称为

“救命仙草”的药材，它的学名叫做“铁皮石斛”。

“铁皮石斛”是兰科植物，常年生长在悬崖峭

壁的背阴之处，受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药

效非同寻常。中医讲究养生之道，认为人生在自

然万物之间，受到天地阴阳平衡运动的影响，要

维持健康也必须做到阴阳平衡。其认为人体的

生命活动依赖于气、血、精、津液的循环往复运行，

要养生就要维持好这四项。在这里，气又被称为

阳，血、精、津液则是阴。通常情况下，血、精、津液

容易匮乏，就是阴虚，如果人体阴虚，就会出现诸

如精神萎靡、面色无光、眼干神滞、腰膝酸软、头昏

乏力、口干舌燥、心悸失眠、大便秘结等症状。因

此，阴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滋阴

补虚是调理人体、养生保健的重要准则。

上下五千年，中医文化传承至今，过去一

直被国际上认为是旁门左道。改革开放 30 年

来，经过几代人的研究改进完善，结合西医认

识，这一国粹也逐渐发扬光大起来，它的功绩

开始被世人所认同。

如今的社会讲究和谐，和谐中包含养生，中

医养生讲求阴阳和谐。在当今的中医药界，铁

皮石斛也由古代的千金难求之“仙草”成为人工

养殖利用的对象，走进平常百姓的生活。相信

不久的将来，大家都可以认识到它的功用和价

值，正如《本草纲目》中所说的：“强阴益精、厚肠

胃、补内绝不足、平胃气、益智除惊、轻身延年。”

龙凤山生物科技成功栽培的方法：

首先，公司坚持在铁皮石斛的生产基地打

造铁皮石斛的原生状态，运用仿生学的方法，

将铁皮石斛生长所需要的环境、条件移植到了

浙江省乐清市雁荡山北麓的龙凤山。龙凤山

环境秀丽气候宜人，属海洋性温带带季风气

候。适合铁皮石斛的生长。龙凤山人把铁皮

石斛的生产基地搬到这里，然后依山傍水地进

行仿生改造。而今，当你走进龙凤山生物科技

铁皮石斛生产基地，一幅源于自然、浑如天成

的铁皮石斛生长的原始地貌展现在你眼前。

其次，龙凤山生物科技在种植技术上坚持科

技创新。多年来，在这个方面取得了多项突破。

最后，杜绝使用任何带有化学性的肥料、农

药和其它物质，保持铁皮石斛的纯天然性，完全

按照有机生产标准进行生产。所有这些，都是

公司人工栽培铁皮石斛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目前，公司已开发出铁皮枫斗、铁皮石斛

鲜品、铁皮石斛超微粉、铁皮石斛养生茶、铁皮

石斛片剂、软胶囊等等五大系列数十款产品，

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林锡新再三强调，坚持

以“传承发扬传统中华养生之道、弘扬中医中

药文化的养生事业”为事业使命与宗旨，在此，

也期盼“龙凤山”品牌做强、做大、做正，使之成

为健康产业内具有实力的百年品牌。

云南勐海凝香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昌辉提及“凝香茶业”就象品味凝香茶

一样多滋多味，神清气爽。“凝香产品，普

洱天下”，“凝香茶业”是集茶叶种植、加

工、销售为一体，有茶园 12 万亩，1 个省级

企业技术中心、3 个茶叶初制加工车间，

是目前国内经营茶园面积最大的茶叶企

业，是中国最尊贵的品牌茶叶之一。

“喝凝香茶叶，享健康人生”。12 万

亩无公害生态有机茶园，全部分布于北

回归线海拔 1350 米至 1650 米澜沧江畔

的普洱茶核心产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

置，阳光照射充足，远离闹市区，断绝污

染，纯有机肥料和农家肥栽培，被称为世

上最健康、最生态的茶园。原始手工采

摘，更健康，更天然，更放心。

“凝香茶业”主要产品包括绿茶、普

洱茶、茉莉花茶、乌龙茶、红茶在内的各

类茶叶产品，拥有“茶叶种植——茶叶加

工——茶叶销售 ”完整产业链。“凝香茶

业”凭借突出的资源优势，运用经过多年

生产实践积累和总结形成的一套完备、

成熟的茶园管理标准和茶园生产管理体

系，有效地控制生产成本，全过程保证产

品质量，形成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其中

一批名优茶屡获殊荣。

“因为用心，所以专业”。凝香严把

普洱茶的工序，杀青、揉捻、晒干、分拣、

拼配、蒸压，做好每个环节每个细节，全

程实施严格的品质控制管理体系。高品

质的原料和精湛的工艺，现代先进科技

融入凝香传统工艺，尽善尽美。“岁月流

转，茶香依旧”凝香茶叶易武茶山古茶树

基地，古老的茶树林，曾是享誉盛名的贡

茶，历尽岁月沧桑，留下了飘散千年的普

洱茶香。静默的老茶树一遍遍诉说着古

道茶马的传说。古茶树茶叶叶芽肥硕，

内 含 物 质 丰 富，茶 汤 金 黄 明 亮，香 高 馥

郁，滋味浓厚，微苦甘爽，茶气持久，是不

可多得，最为高贵的茶饮珍品。品茶品

味人生，品茶品味梦想，品茶品味中国茶

文化，周昌辉和“凝香茶业”在品茶之茶

道上与您期遇。 （齐 悦 毛国兵）

周昌辉倾情“凝香茶业”

林锡新谈铁皮石斛与中医养生
肖鸿，广州肖鸿茶业有限公司创始

人，中国著名茶人。肖鸿先生在湖南安

化黑茶最低迷时期携手黑茶龙头企业白

沙溪，并首次将整合营销模式运用到白

沙溪及安化黑茶的市场推广当中，通过

短短的一年时间便为白沙溪打开市场局

面 ，白 沙 溪 现 已 成 为 中 国 百 强 茶 叶 品

牌。在随后的四年中，肖鸿先生又陆续

成功打造了高家山、金峰、久扬三大安化

黑茶品牌，这些品牌都已成为安化黑茶

的主力军。肖鸿先生也因此获得了“安

化黑茶市场化第一人”的美称。

2010 年，肖鸿先生再出重拳，将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千两茶制作技艺传

人，黑茶国宝李华堂先生成功推向市场，

引起黑茶市场的极大震动。施兆鹏、陈

国本、刘仲华、朱旗、谢宜宙、蔡正安等国

内顶级茶叶专家均对此举给予了极高的

评价；李华堂品牌首发仪式还吸引了国

内外数百个媒体的报道，中央电视台、南

方卫视、上海电视台等陆续为李华堂老

人拍摄了“黑茶之王”等纪录片；2010 年

10 月，李华堂花卷茶被评为“广州亚运会

指定接待用茶”；2011 年 5 月，李华堂花卷

茶在广州国际茶博会勇夺最高的“茶王

奖”；2011 年 9 月，李华堂花卷茶获得“东

北亚投资贸易博览会”“茶王”奖及“唯一

接待用茶”；2011 年 10 月，中国

著名茶人刘秋萍撰文高度评价李华

堂花卷茶，得到了全国二十几家媒体的

倾力转载。2011 年 11 月，在新疆首届国

际茶博会上，李华堂花卷茶再次获得了

最高奖项“茶王”奖。“李华堂”品牌的推

出 不 仅 填 补 了 安 化 黑 茶 高 端 品 牌 的 空

白，更让千年黑茶传统工艺得到了完整

的传承和演绎。2012 中国茶业博览会茶

叶质量评比大赛——“茶王”奖

肖鸿先生为安化黑茶做出的巨大贡

献在收藏市场同样有着完美的诠释。由

肖鸿先生点评推荐的“99 千两茶”“天字

一号黑砖茶”“ 金关公茯砖茶”“ 荷香茯

砖”等黑茶产品，现已成为安化黑茶中的

收藏珍品。

如今，肖鸿先生仍旧不遗余力的向

国内外消费者推广安化黑茶，先后在参

考消息、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日

报、大河报、楚天都市报、广东电视台、广

州电视台、广东电台等媒体开设专栏专

题，为广大消费者讲述安化黑茶的历史、

文化、保健。而肖鸿茶业有限公司也成

为了安化黑茶领域当之无愧的领袖企业

之一，并成功收购安化优秀的茶叶企业

——安化县云松茶叶有限公司，经销商

遍布全国。 （齐 悦）

黑茶市场化第一人——肖鸿

●“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没有废

弃物，这是循环农业最为重要的特点

之一。”

●北京市土肥站先后研发出商品有

机肥生产技术及工艺、设施蔬菜和露地

蔬菜废弃物循环利用、蚯蚓处理蔬菜废

弃物等多种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

●商品有机肥生产技术及工艺的研

发成功，使有机肥成为一项产业。

——土肥专家、推广研究员北京市

土肥站站长赵永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