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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阳县位于山西省中西部，吕梁

山脉中段西麓，是山西省首批脱贫的

国家级贫困县之一，因“川之中兮河

之阳”而得名。国土面积 1441.4平方

公里，辖 5镇 2乡 89个行政村（居），总

人口15.6万人。

中阳是千年古县。历史悠久，文

化底蕴深厚，春秋属晋，战国设邑，

西汉置县，至今已历 2200 余年；县

城内明、清两代 13 座石牌坊，记录

了人才辈出盛况，历史名人有元代

散曲家刘致；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

之乡，中阳剪纸被入选为首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9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是黄河文化宝库中珍贵

的“活化石”。

中阳是革命老区。1936年山西

省第一个县级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在

中阳成立；红军东征第一个大胜仗

“关上歼灭战”发生在中阳关上村，

成为我党由被动到主动的转折点；

国家三线建设形成的车鸣峪兵工厂

遗址，隐蔽于群山环抱、沟深谷幽的

密林深山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红

色记忆。

中阳是资源富县。有甘草、茯

苓、党参等 300多种中草药材和包括

国家一类、二类保护动物褐马鸡、金

钱豹在内的上百种野生动物；有煤、

铁、铝矾土、石英等 20 多种矿产资

源，其中煤炭以储量大、品质优、煤

层浅而著称全国，是国宝级稀缺煤

种，探明储量 49 亿吨，产能 2460 万

吨；中钢公司钢材以强度高、韧性

好、性能稳特点闻名全国，形成 380
万吨铁、380万吨钢、380万吨材的产

能。

中阳是生态美县。生态环境独

具优势，森林覆盖率 56.6%，山西省

第二，是全省第一个核桃经济林、生

态林全覆盖县，也是山西省政府命

名的“林业生态县”。柏洼山集道教

圣地、柏海松林、连理文化于一体，

车鸣峪兵工洞隐现于密林幽谷，清

静悠然，上顶山原生态天然草甸、万

象奇石，加上现有 4 万亩省级森林

公园、3200 亩湿地公园，中阳正逐

渐成为逸养休闲、盛夏避薯的旅游

胜地。中阳还是著名的柏籽羊、核

桃、木耳、小杂粮生产基地，好山好

水好空气孕育了纯天然、无污染的

生态、有机、功能特色优质产品，中

阳柏籽羊肉，具有天然药膳功能，是

一代药圣傅山先生研制“头脑”的主

要原料，被誉为“三晋百宝”，中阳绵

核桃，是理气补血、润肺补肾、益智

补脑之“养生佳宝”，中阳黑木耳，

“小木耳、大产业”，栽培自大山深

处、生长于天然氧吧，被称为“黑色

国宝”。

中阳是区位优县。交通区位独

特，已列入吕梁市“一市四区”城建

规划，孝柳铁路、国道 209、省道 340
纵贯南北，县乡干线公路连通东西，

县城距青银高速公路入口 18公里，

距吕梁火车站 29公里，距吕梁机场

38 公里。西纵高速中阳段留有 2 个

进出口，预计 2021 年全线通车，东

山过境公路进展顺利，太原—吕梁

—绥德高铁吕梁站预规划站点在中

阳县金罗镇附近，并预留中阳南站，

中阳正在因交通环境的改善日益走

向全国经济发展的前沿。

2020 年，中阳县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

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深入落实省

委“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

求，锚定高质量发展集聚县、高水平

崛起活力县、高标准保护品牌县、高

品质生活宜居县“四县”目标，打造

金色小康、银色转型、绿色生态、蓝

色平安、红色初心“五彩”中阳。

热烈祝贺第五届全国（山西·中阳）木耳产业
创新发展大会暨“小木耳大产业”学习研讨会

眼下正值木耳采摘季，在车鸣峪乡石

家沟黑木耳合作社示范基地里，只见几名

村民分散在棚里，正熟练地从菌棒上取下

已经成熟的木耳，棚外摆满了一桶桶黑黝

黝的等待搬运的木耳，工人们忙进忙出，

一刻也舍不得停歇，一片忙碌的景象。

从种植到采摘，劳动力需求大，能为

附近贫困户解决家门口就业问题。弓阳

村脱贫户高翠平已采木耳六七天了，采摘

时，她总是小心翼翼，生怕拧坏了，“这些

都是我们的‘致富耳’，要小心摘下来，才

能卖个好价钱。”对这份在家门口的工作

她很满意，“在家闲着没事干，来基地摘木

耳，摘 1 桶给 4 块钱，一天可摘三四十桶，

能得 100多块钱”。

车鸣峪乡弓阳村脱贫户李凤祥，曾经

一家人吃穿用度全靠他打工的微薄收入，

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去年他种植了 7 万

棒地栽木耳，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收获了

6000多斤干木耳，收入 14万元，沉甸甸的

收入给他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发展黑木耳产业，就是要让群众吃

上“产业饭”。2019年，中阳县车鸣峪乡故

乡美农牧专业合作社共栽植黑木耳 200
万棒，其中吊袋 128 万棒，地栽 72 万棒，

共采收高品质干耳 23 万余斤，年产值近

700 万元，带动 240 户贫困户 705 人，人均

收入超过 2000元。黑木耳，正逐步成为帮

助农民增收的又一特色产业，在未来，还

将持续地让村民的致富增收之路越走越

宽广。

“2020 年，黑木耳产业在全县各乡镇

全面推广发展，计划栽植 1600 万棒，到

2021 年，黑木耳种植规模将达到 2000 万

棒，成为继核桃之后农民收入的又一主要

来源。”县委副书记孙燕飞表示。

风正扬帆，乘势而为；破难前行，成果

丰硕。新时代的新征途上，中阳在省委、

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拼搏实干、久久为功，

用倾力打造小木耳大产业的生动实践，在

实现锚定“四县”目标、打造“五彩”中阳的

宏伟蓝图中谱写富民强县的崭新篇章。

黑木耳是著名的山珍，可
食、可药、可补，有“素中之荤”
的美誉，世界各国称之为“中
餐中的黑色瑰宝”。2018 年以
来，中阳县依托资源、气候、生
态 优 势 ，大 力 发 展 黑 木 耳 产
业 ，取 得 了 丰 硕 成 果 。 2019
年，全县黑木耳生产规模达到
282 万棒，年销售黑木耳近 30
万斤。小木耳成就大产业，不
仅帮助贫困群众增收致富，鼓
起了他们的“钱袋子”，而且发
展成为乡村振兴的希望产业，
谱写了富民强县的崭新篇章。

“要充分发挥地理优势，提高大棚利用

率，实现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市场化销

售、产业化经营，把中阳黑木耳产业真正做

大做强，为巩固提升脱贫成果奠定坚实基

础。”中阳县委书记赵沂 高度重视黑木耳

产业的发展，多次深入菌棒厂生产车间、黑

木耳种植基地进行现场办公，解决产业发展

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全力推进黑木耳产业

快速发展。

产业要发展，政策是保障。中阳县精

心部署、真抓实干、注重实效，专门成立了

黑木耳产业协调领导组和黑木耳产业发

展中心，建立领导主抓、合作社联动、群众

参与的工作机制。为了鼓励更多的种植户

参与到这项新型产业中来，县委、县政府

出台多项优惠奖补政策，对新建的黑木耳

大棚、新地栽基地、菌棒均予以一定比例

奖补扶持。为了使黑木耳产业发展更加科

学化、规范化，中阳县出台了《中阳县黑木

耳 产 业 发 展 总 体 规 划（2020——2025）》

《中阳县 2020 年黑木耳产业发展实施方

案》等方案；邀请权威机构为全县黑木耳

产业发展及黑木耳科技、生产、经营等 10
项专项规划进行全面策划、编制；聘请了

10 余名专业技术人员为全县黑木耳基地

提供技术服务，并邀请业内专家对全县种

植户进行技术培训，确保种植户全方位掌

握黑木耳种植技术。今年 6月 5日，中阳县

与山西农业大学签订了校县战略合作协

议，通过深度合作，依托农大的科研成果

为全县的黑木耳产业提供科学技术保障。

“去年，全县共种植黑木耳 282万棒，

全年收获高品质干耳近 30 万斤，实现总

产值 1000 余万元。共联带贫困户 308 户

868 人，人均增收 2000 元以上；安排农户

就近务工 800 余人，人均增收 3000 余元。

为全县巩固提升脱贫成果、实施乡村振兴

发挥了积极作用。”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吴蝉有说。

县委、县政府正确的思路和得力的措

施，使踏实质朴的中阳儿女在广袤的沃野

上谱写了一曲黑木耳产业大发展的欢歌。

如今，这一新兴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

势头迅猛。黑木耳，正成为中阳的一张亮

丽名片，更成为这方民众致富的希望。

从 2018 年的小试牛刀，到 2019 年逐

渐推广，再到 2020年全面铺开，中阳县黑

木耳产业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小木耳，

俨然有望成为富民强县的大产业。

为了广开销路，中阳县打造线上线下

交易平台。积极引导企业、栽植大户主动

参与黑木耳产品的加工和销售，培育一批

知名度高、具有中阳特色的名优产品，全

力打造中阳小木耳自主品牌，启动注册该

品牌的无公害、绿色、有机、地理标志等相

关认证；依托电商中心，设立京东、淘宝

“中阳馆”，开设若干线上直销旗舰店，利

用“快手”“抖音”直播带货，实现销售渠道

多样化；依托省委统战部、省党史研究院、

北航等帮扶单位资源优势，以“消费扶贫”

为桥梁，推动产品销售；与山西乐村淘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意向，由乐村淘

对中阳黑木耳产品进行全面策划、推广、

销售，进一步宣传推广中阳黑木耳。

今年 5月 18日，在第五届吕梁名特优

功能食品展销会暨 2020年吕梁特色农产

品直播带货节上，中阳县委副书记、政府

县长田安平走进京东直播间化身“带货主

播”，特地推介了中阳黑木耳，让广大网友

通过网络直观了解中阳黑木耳，该直播活

动吸引了众多网友观看。在县长的“吆

喝”下，进一步提升了中阳黑木耳的知名

度和竞争力，让“小农户”与“大市场”实现

了低成本的对接，在丰富群众餐桌的同

时，也不断鼓起中阳农民的“钱袋子”。

倾力打造倾力打造 小木耳成大产业小木耳成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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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罗镇高家沟村黑木耳种植基地雇佣村民正在采摘木耳金罗镇高家沟村黑木耳种植基地雇佣村民正在采摘木耳

车鸣峪乡石家沟村黑木耳种植基地车鸣峪乡石家沟村黑木耳种植基地

金罗镇西合村黑木耳种植基地雇佣村民正在晒木耳金罗镇西合村黑木耳种植基地雇佣村民正在晒木耳

倾力打造小木耳大产业 谱写富民强县崭新篇章
——中阳县黑木耳产业发展综述

□ 文/刘天资 冯新舒 图/张旭峰

省委统战部是中阳县的定点帮扶单

位，帮扶以来，省委统战部始终把中阳事

当成自家事，充分发挥统一战线联系广

泛、人才荟萃的优势，为助力中阳脱贫攻

坚献计献策、出钱出力、扶贫扶智，与中阳

县干部群众结下深厚情谊，谱写了助力中

阳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篇章。

巩固提升脱贫成果，产业项目是“铁

抓手”。中阳县成功脱贫摘帽后，如何帮

助中阳县发展能让群众长期稳定增收的

产业，是省委统战部领导时刻牵挂于心的

问题。特别是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徐广

国，高度重视，亲力亲为，亲自谋划，亲自

推动，2018 年 4 月，徐广国部长来车鸣峪

乡车鸣峪村调研时了解到，该村有很好的

木耳产业发展基础，但由于当时发展的椴

木木耳产量低、技术落后，发展不是很

好。要想使村里真正富裕起来，让老百姓

持续增收，只有做大做强特色产业，才能

充分发挥产业扶贫的“造血功能”。经过

慎重考虑和反复论证，与中阳县委、县政

府达成共识，因地制宜在中阳县发展现代

黑木耳种植产业。省委统战部的这次调

研，彻底为村民们打开了通往致富道路的

大门。

徐广国部长先后八次深入中阳县一

线指导，多次就黑木耳项目发展召开座谈

会，进行专题研究，详细了解黑木耳产业

发展现状，以及在栽培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并就提高质量产量、扩大规模、拓宽销

路等方面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安排

专人协调，由驻中阳县扶贫工作队带领县

乡村干部群众代表 20 余人，前往黑龙江

省学习考察了食用菌产业、边境贸易，在

车鸣峪村进行示范种植；还促成了黑龙江

省东宁市与中阳县友好城市战略合作，促

进中阳县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

的交流合作格局。

省委统战部的高度重视和倾情帮扶，

为中阳县发展好黑木耳产业注入了强劲

动力，同时也激发了当地群众通过种植黑

木耳增收致富的干劲和决心。

高位推动高位推动 谋划产业新思路谋划产业新思路

黑木耳精品菜肴黑木耳精品菜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