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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酒瓶到卖酒水，

再到成立豆黄金食品有限

公司，康德云和丈夫张京

宝用了 26年的时间。26

年，夫妻俩三次创业，并拿

下多个“全国第一”

8月 23日，山东省费

县上冶镇豆黄金食品有限

公司内，刚刚与一家电商

公司对接完的康德云拨通

了丈夫的视频通话，在电

话里，两人互相交代今天

各自的工作进度，相互鼓

劲儿，像7年前一样。只不

过这一次是为转型电商，

也是为拓宽销路。

2015年，张京宝为了

更好地推广公司的鲜豆皮、

鲜腐竹，独自一人到重庆，

“作为中国的火锅城，只要

那里打开销路，就成了。”康

德云说，“老张4个月的时

间没找到一个客户。”

作为妻子，这个时候

康德云避开困难不谈，只

聊坚持和发展，一直给丈

夫鼓劲儿：“眼前的这点苦

咱不怕，又不是没吃过闭

门羹，只要客户吃一次就

知道咱的东西有多好。”

的确，两人一起经历

的风雨太多了。1996年，

两人干起废酒瓶收购买

卖，风餐露宿是常有的事

儿，大部分时间是三个煎

饼一碗凉水。

流下的汗水、吃过的

苦头都换成了资本和人

脉，回馈给两人。 2001

年，夫妻二人做了一家白

酒企业产品总代理，这一

次创业，两人不仅鼓起了

自己的腰包，还带动了费

县、兰山、平邑、蒙阴、泗

水、新泰等县区700多家实体批发门店致富。

2008年，酒水生意依然很好，但康德云

萌生了做让消费者放心的食品的想法。2011

年，豆黄金食品有限公司成立，那时的豆制品

深加工行业企业很多，如何在行业中做大做
强做新是个难题，康德云提出了做零添加的
天然腐竹的目标。

为此，她与丈夫奔波各处寻求人才，先后

引进豆制品行业高端人才，2017年公司成立

院士工作站，为可持续性、创新性的发展提供

人才与技术支持。据了解，豆黄金食品有限公

司连续六年荣获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被

评为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单位、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制订完成腐竹团体标准，其零添加

的天然腐竹属于国内首创；并创下第一家生产

可以还原成豆浆的腐竹等10个“全国第一”。

“腐竹煮久了就变成了一杯豆浆，在我
们这儿并不是一个玩笑。”康德云说，但这一
点恰恰成为推广的难点，“别人家的腐竹经
煮、耐炒、颜色好看，但是我们不比那个，我
相信健康良心的产品大家总会看到。”

随着消费升级，健康、养生、零添加越来越

多地出现在群众的视野之中，康德云和张京宝

的坚持逐渐成为大家的追求，他们也开始利用

电商平台将自己坚持了十多年的理念推广出

去。如今，豆黄金食品有限公司成了一家专业

从事大豆种植、生产、研发、销售、工业旅游为

一体的创新性企业，并与全国餐饮界前100强

餐饮巨头中的85家达成合作。

（薛程程王淑雅）

“我们搭配的八味菌汤

包，在电商平台很受欢迎，

每天可卖出5万包。”湖北省

嘉鱼县平华食用菌种植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平华经

过10多年摸索，把蘑菇做成

带富300多农户、年销售额

8000万元的大买卖，被人称

为鄂南“蘑菇大王”。

“香菇产业不占地，接

种、采摘等体力活也不重，

带动老百姓不难。”李平华

说，他将种植简单的香菇、

平菇等，分给300户社员种

植，并按协议包销。

随着菇农越来越多，李

平华与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合作，研制出一款新型菌种

接种架。“原先10人一天接

种5000-8000袋，现在6人

一天可以接种8000袋至1

万袋，且存活率提高到95%

以上。”李平华说。

种植技术要求高的木

耳、灵芝、竹荪、松茸等品

种，李平华留在基地自营，

还玩出很多花样，仅灵芝一

年就卖出2000多万元。他

先是把灵芝做成观赏盆景

卖，去年又研发出灵芝片、

灵芝破壁孢子粉，畅销粤港

澳大湾区。基地产出的蘑

菇种植桶，让前来研学的中

小学生爱不释手。

在销售端，线上线下齐开

花。48家“华丰蘑菇”线下生

鲜示范店开进社区，加上武汉、

荆州两地农贸市场的档口，旺

季每天可出货二三十吨。在抖

音、京东、美团等电商平台，“荆

华丰耘拼购旗舰店”“华丰食用

菌种植专业合作社”产品可一

键到家，自行开发的华丰优选

商城App、华丰蘑菇App聚

集3万多名会员。“产品提质，

销路拓宽，争取年内产值冲上

亿元大关。”李平华信心十足。

（彭翠楠）

他把蘑菇“玩出花”，年销售额8000万元

李平华展示合作社种植的食用菌。

在安徽省南陵县烟墩

镇万兴村“稻+虾+鳖”生态

共养基地，一群白鹭时而在

远处滑翔，时而飞落水田

间。“我们的大米是纯天然

的，从来不打农药，而且晚

稻生产周期长，吃过的人都

说口感好。”提起在“稻+

虾+鳖”生态共养模式下自

己种植的水稻，烟雨墩水产

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邱

汪洋满脸自豪。

2006年，邱汪洋开始试

养4亩田小龙虾，当年的龙虾

养殖达到了亩产值1000元

的好收成。看到龙虾养殖的

前景，邱汪洋不断扩大规模，

连续三年龙虾养殖获得成

功。2010年，邱汪洋开始实

行种养升级，尝试“稻+虾+

鳖”生态共养这一新模式。

通过流转土地，规模经营稻

鳖养殖220亩获得成功。“种

植与养殖相结合，这样产出

的稻米和小龙虾、甲鱼绿色

安全，口感佳，比传统种植水

稻，每亩最少增加1000元的

收入。”邱汪洋表示。

在邱汪洋带动下，周边

村民纷纷加入烟雨墩水产

养殖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吸

纳家庭农场35户，社员53

人，“稻+虾+鳖”生态综合

种养扩展到4300亩。邱汪

洋为这些养殖户提供养殖

技术和苗种，提供统一的销

售渠道。如今，合作社的有

机大米已经有了自己的品

牌，并且不断销往上海、江

苏、浙江等地。目前，该合

作社年产值达1540万元，

亩均利润2600元，带动周

边200余人就近就业。

（刘斌 姚雨庆）

生态种养有“钱”景

“一大早我就上了山，

总共摘了二十一斤四两酸

枣，卖了 118 元。”8 月 22

日下午，河南省郏县茨芭

镇空山洞村村民王玉山

说，“今年的酸枣贵，不出

村一斤就能卖到5.5元，很

多人都在摘。”

近一个月来，在茨芭

镇，到山上摘野酸枣的人不

仅有空山洞村的，也有山下

村里村民骑着电动车上山

来的。王玉山说，有人摘野

酸枣一天就能卖200多元，

成为村民增收的新渠道。

小小的野酸枣现已成了人

们眼里的“金豆豆”。

野酸枣是如何变成助

力乡村振兴的一个新产业

的呢？

茨芭镇莲花山下山店

村村民涂高磊四五年前是

个家庭农场主，种了180多

亩果园。由于地处山区，果

园里遍地生出的酸枣棵像

野草一样，让他不胜烦恼。

2017年，涂高磊在铲除这些

酸枣棵时突发奇想：酸枣是

不是也能卖钱？他上网一

查，发现酸枣作为一种中药

原材料，具有养心补肝、宁

心安神等功效，不仅用在药

材上，还能用在食品和保健

品上，安徽省亳州市药材批

发市场上的酸枣已经卖到

了每斤两元。于是他就留

下了不少野酸枣棵让其自

由生长。第二年，酸枣的市

场价格涨到了每斤3元，这

让涂高磊看到了希望。

2021年 10月，涂高磊

在自家的4亩地里培育了5

个品种30多万棵酸枣苗，

并在空山洞村及宝丰县等

地进行推广，其中空山洞村

就栽植了300多亩。今年

春天，涂高磊收购村民采摘

的酸枣芽加工成酸枣芽茶，

在郑州茶叶市场上每斤卖

到了400多元。

“这几年酸枣的用途越

来越广，用量越来越大，价

格肯定也会越来越高。明

年我准备将酸枣种植面积

扩大到200亩，建立自己的

产业基地做酸枣深加工，用

自己的品牌去打市场，带领

村民走一条种植酸枣致富

的产业发展道路。”涂高磊

说。 （李世旭 龚敬涵）

“奈李套种金银花就是

好，我家金银花摘了4天，每

天七八十个工人摘花，收获

鲜花19300多公斤，鲜花每

公斤能卖13元。奈李今年

也是大丰收，保守估计产量

可达30万公斤。”日前，湖南

省汝城县文明华丰奈李种植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瑶华高

兴地向笔者介绍。他表示，

奈李套种金银花，丰产后每

亩可以增收2000元以上。

刘瑶华是返乡创业的

农民工，他头脑灵活，有思

想、有干劲。在返乡创业

前，他一直在心里盘算：做

什么才能带领乡亲们一起

挣钱？

通过调查了解，刘瑶华

发现，家乡汝城县文明瑶族

乡的奈李风味醇甜、肉厚质

脆、果大形美，很受消费者欢

迎。但当地奈李产量少，市

场上“只闻其名，不见其身”。

“何不就地发展奈李种

植？”刘瑶华说干就干。

2014年，他发起成立了汝城

县文明华丰奈李种植专业

合作社。为带动种植，刘瑶

华流转了500亩山地种植

奈李，成了该县种植奈李面

积最大的种植户。发展至

今，刘瑶华带动当地村民发

展种植奈李12000余亩，合

作社现有社员195人，建成

了小有名气的“良田坪万亩

奈李种植基地”。

为了少用农药，多出效

益，刘瑶华在300亩果园里

套种了金银花。奈李果树
植株高大，金银花植株较
小，二者套种可充分利用空
间，实现立体种植，增加收
入途径。金银花种植在果
园的土坎边上，既可抑制杂
草生长，减少除草剂使用次
数，又可护住土坎，减少水
土流失。在刘瑶华的示范

带动下，目前该乡奈李套种

金银花的面积已超 5000

亩，每年增加收入1000万

元以上。 （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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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村一斤卖到5.5元 野酸枣成了“金豆豆”

奈李套种金银花 花果同收效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