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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北虫草栽培技

术日益成熟，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这个行列，市场达到了

饱和状态，批发价从高峰期

的 1000 元/公斤降到了 200

元/公斤。这令“九潭正博”决

定于2015年下半年暂时停止

栽培北虫草，而是把精力投

入到了北虫草延伸的产业链

——北虫草酒。

“每次栽培完北虫草，使

用过的培养基如何处理成了

问题，无奈我们只能将其堆

放在厂房的空地上，每一季

有5万多公斤，空地上都堆积

如山了。”面对此番情景，朱

明丹想着培养基多以大米为

原料，而黄酒的原料也正是

此，何不将其酿成北虫草酒，

既解决了培养基处理问题，

又延伸了产业链。

高楼人对酿酒再熟悉不

过，2011 年过年时，朱明丹的

父母用培养基酿了两缸黄酒，

2 个月后酿缸里飘出了酒香。

这个酒会不会含有虫草成分

呢？他们把酒送到温州一家

研究所检测，结果显示里面含

有很高的虫草药用成分。

2012 年，“九潭正博”着

手申请 QS 认证，同时投入酿

酒 设 备 ，开 始 经 营 酒 类 产

品。眼下，该公司拥有的酒

类产品已有3种，其中北虫草

酒 的 价 格 高 于 普 通 黄 酒 的

20%，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

点；还根据客人需求定制推

出了“月子酒”。

接下来，“九潭正博”计

划研发栽培红菇，它属于人

工栽培难度较大的品种。“我

们长年与研究所保持合作，

希望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改

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从而

抢得市场先机。”朱明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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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一次次失败后，他终于成功栽培出了北虫草，并实现了产业链延伸。在他的带领下，囿于生产金银花、红豆杉的九潭金银花种植加工场，闯出了更广阔的天地，

升级为温州市九潭正博农产品有限公司。他就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朱明丹。

今年，朱明丹29岁，2010

年，他从新加坡留学回国后，

在杭州做起了出租房生意，可

是并不顺利。此时，他的父母

希望儿子回家帮忙打理生意，

虽心有不甘，但他还是遂了父

母的愿望回到了瑞安。

原来，他的父母在高楼经

营一家九潭金银花种植加工

场，颇有名气。在他父母的精

心经营下，九潭金银花成了“富

裕花”，平均年产值保持在500

多万元，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并

多次被评为农业龙头企业。

然而，朱明丹并不安于现

状。2010 年，“九潭正博”从

旧厂房搬进了建筑面积约

2800 平方米的新厂房，这为

朱明丹多样化经营农业项目

提供了“土壤”。他说，其实早

在 2009 年，他们就尝试过种

植中药材白术，但由于种植门

槛低，市场呈现供大于求的局

面，经济效益并不尽如人意。

虽然失败了，但启发了朱

明丹。“要想从土地里赚钱，就

得走差异化竞争之路，增强产

品的技术含量，提高产品附加

值。”那么，哪类农产品具有潜

在市场竞争力呢？

于是，朱明丹和他父亲跑

全国各地物色新项目。“当时

考察了一些水果、中药材等，

都没有中意的。”他说。直到

2010 年下半年的一天，他在

网络上遇见了“北虫草”，它主

要生长在我国的北方地区，与

青海冬虫夏草同属于真菌门

虫草属，有相似的药用和滋补

功效。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

保健意识也在加强，所以北虫

草的生产有很大的发展前

景。如果能栽培出品质高、价

格实惠的北虫草，应该有不错

的市场。”朱明丹思忖着，便于

次日动身来到武汉的一家所

谓的北虫草研究所。

“对方不让参观，说要先

交钱才能参观学习，并承诺不

仅传授种植技术、方法，培育

成功后还包回收。”虽然心存

疑惑，但朱明丹还是交了1万

多元的学费。

学成归来后，朱明丹满心

期待地开始了北虫草栽培之

路，然而这条路走得并不那么

顺畅。

根据研究所传授的技术，

“九潭正博”投资了10多万元

开始尝试种植。在厂房二楼

一个约500平方米的房间内，

叠放了一盆盆培养基，并喷洒

上菌种，同时控制室内温度与

湿度。当时培养基确实出现

了变白转黄的良好情况，但就

是不出草。

“当时心里还是挺相信研

究所的，想着再等等可能就长

出来了。”朱明丹苦笑着回忆

道。结果培养基全部发霉了，

于是朱明丹和他家人又跑到

武汉，却已经找不到这家研究

所了。

“技术是假的，研究所是假

的，虽然难过，但是想的更多的

是，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我

们种植不出来？”朱明丹说。当

时年仅23岁的他并不想就此

放弃。

在家人的支持下，他又在

网络上搜寻信息，找到了江苏

一家虫草合作社。朱明丹说，

实地考察发现，这家合作社有

大面积土地在种植北虫草，学

习了一周后，他还请技术人员

上门指导。

同样在二楼房间内，他们

开始了第二次试种。当时培

养基有出草，但是感染率很高，

实际产量仅100多公斤，比预

计产量少了一半。跟技术人

员进行探讨后，问题出在细节

把控上，比如无菌操作不到位、

没有时时注意温度等。

对症下药，朱明丹开始了

第3次试种。事前还对工人进

行了操作培训，然而这次面临

了有出草，但长到一半就停止

生长的情况。经过观察，他们

发现靠近加湿器的虫草长势

很好，偏远点的就稍差。

一次次失败给朱明丹积

累了不少经验，也促使他大胆

地将室内种植转变为大棚种

植。“温室大棚相较于室内栽

培，虽然投入的资金要大很多，

但是能较好把控温度和湿度，

而且可以降低电力成本。”朱明

丹说。

2011 年下半年，“九潭正

博”投资200多万元，在高楼镇

南二村的田头，建起了16个温

室大棚，面积约 6000 多平方

米，并购入控温控湿设备。

同时严格把控细节，为

北 虫 草 提 供 最 佳 的 生 长 环

境。“我们把大棚内的灯管换

成二极管，它几乎不会产生

热量，有利于更好地控制大

棚内的温度。”朱明丹说。据

介绍，北虫草对温度极度敏

感 ，比 如 接 种 时 要 降 温 至

16°C 以下，进入发菌期，温

度保持在 16 至 20°C 之间。

北虫草属真菌类虫草，

对无菌操作的要求也很高。

为此，朱明丹想出运用传输

带，以减少人员流动，降低感

染几率。在大棚内，只见一

条传输带似长龙般，贯穿在

大棚与大棚间。

“在入口处把一盆盆培养

基放置在传输带上，输送到一

个个大棚内。仅花费几千元，

就改变了以往由工人动手搬

入棚内的传统方式，不仅降低

了人工成本，还降低了虫草感

染几率。”朱明丹说。

在原料选择上，他们选

用新鲜、无污染的大米、小

麦，以及各种蛋白胨和葡萄

糖作培养基，不但产量高，颜

色也好看。而菌种是北虫草

的生命力来源，朱明丹指着

大棚内的一台机器说：“这是

液体菌种培养器，我学了半

年 多 才 掌 握 了 这 门 培 养 技

术。”

当季，“九潭正博”栽培

的北虫草产量达到了 2 吨，

产值 80 多万元，每公斤利润

高达 30—40%。经过多年发

展，“九潭正博”的北虫草逐

步走上正轨，平均年产量达 6

吨 ，年 产 值 达 240 多 万 元 。

2015 年，“九潭正博”的北虫

草被我市评为科技创新项目

——“食用菌蛹虫草引种及

高效栽培技术提升与示范”，

并获得 20 万元补助资金。

寻觅农业项目

“一波三折”取经路

大棚栽培终获效益

延伸虫草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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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明丹展示自己的农副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