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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食用菌旅游资源开发研究 

刘正伟
1
 

(贵州大学 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食用菌产业作为贵州大力发展的十二大特色农业之一,具有丰富的旅游开发价值。本文深入分析开

发食用菌旅游资源能带来的经济文化价值,立足于当前食用菌产业和旅游产业现状,分析出贵州开发食用菌旅游资

源会面临的一些问题和困难,并针对问题提出一些思考后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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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食用菌资源具有丰富的旅游开发价值。近几年在贵州省政府的规划下,贵州食用菌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已经形成产业规模和

较完善的产业链条。至 2019 年底,食用菌产业新型经营主体形成一定规模,在产业结构分布上形成了 5 大产业带,也培养出了具

有地方特色的优势产品。虽然在旅游资源开发方面还没有开发出相对有影响力的旅游项目,但是可以预见食用菌产业联动旅游产

业开发是一个发展方向,是对食用菌资源的充分利用,也是食用菌产业拓宽其销售渠道和产业升级的方向。 

1 贵州食用菌旅游资源的开发价值 

1.1饮食文化价值 

食用菌的饮食文化价值十分明显。食用菌拥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和蛋白质,具有强大的保健功能和药用价值,能提高免疫力,降

低血脂和血糖等,并且口感鲜美,深受大众喜爱。贵州菌种资源丰富,贵州食用菌有 22 科 72 个属 268 种,主要特色品种有竹荪、

冬荪、羊肚菌、鸡枞菌等,野生食用菌种类占全国的 80%以上。由于拥有资源丰富的食用菌种类,贵州自古以来就有食用菌的饮食

文化基础,随着人们对食物的消费结构趋向营养和保健化,食用菌已经成为老百姓日常餐饮的重要组成部分。虽已成为人们餐桌

主要菜品,但大部分人对食用菌的认知还停留在口感和味道上面,并不了解食用菌所具有的营养价值以及药用价值。充分利用食

用菌资源,开发出具有观赏性、参与性的食用菌旅游资源,如食用菌产业园、林下种植、食用菌主题农家乐等旅游项目,联动贵州

正在蓬勃发展的旅游业,开发出休闲放松、接近自然的山地旅游或乡村旅游等。以主题的形式推广食用菌产品,弘扬食用菌的饮

食文化,向大众推广食用菌的营养以及药用价值;促进大众对食用菌的营养认可,纠正大众对食用菌饮食文化的偏差;更好地传播

和培养大众的食用菌饮食文化,有利于开拓食用菌市场,引导大众养成食用菌消费习惯,为食用菌产业带来的效益。 

1.2品牌价值 

食用菌产业作为贵州省大力发展的十二特色农产业之一,近年来快速发展。食用菌种植技术提高,人工种植食用菌种类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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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整体规模快速扩大,种植面积和产量成倍增加,2019年底种植规模达 30亿棒,跻身全国第一梯队。食用菌产业已经成了贵州

的一张名片,织金竹荪、大方冬荪、黎平茯苓先后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望谟灵芝、义龙姬松茸、雪榕海鲜菇等成为地方著名

食用菌品牌。虽然贵州食用菌产业整体表现良好,但是在影响力上还存在不足,还没有建设成“食用菌之都”的品牌影响力。 

而贵州旅游业在近几年已赶超云南,成为实打实的旅游大省,并且还在不断的进步和升级当中。发展食用菌旅游,能使食用菌

产业乘上旅游发展的顺风车,分享旅游经济的红利,带动食用菌产业快速发展。游客在旅游的过程中,不可缺少吃、玩、购的环节,

食用菌产业会渗透到各个环节当中,特色食用菌火锅、食用菌采摘、特色食用菌产品等。在游客在消费食用菌产品的同时,也会

由于食用菌资源填补或者完善旅游环节的不足或缺陷,从而对旅游过程加深印象。两者联动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一方面

能起到宣传作用,在旅游层面能对贵州特色的食用菌品种和品牌起到宣传和推广;另一方面,作为特色的旅游主题,吸引游客前来

旅游体验,能使游客感受到贵州的自然风光和优质的食用菌产品。同时提升两者的品牌影响力,塑造优质的食用菌文化品牌和自

然休闲的旅游文化品牌。 

1.3经济价值 

贵州通过发展食用菌产业已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果,已累计带动 55.5万贫困人口脱贫。开发食用菌农村旅游资源,如农家乐、

开放性种植园等,在生产方面能带动农村人口就业,还能在旅游的食、住、玩方面活络农村经济。贵州大力支持发展乡村旅游,但

是在贵州已开发的数千个乡村旅游村落中,也只有西江千户苗寨、安顺天龙屯堡等少数省内外知名的景区。许多村落拥有美丽的

自然风光、舒适的宜居环境和民族特色,但绝大多数村落都不具备极具吸引力的开发条件,不足以吸引足够的游客来支撑和发展

完整的旅游产业链,无法为当地百姓创造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贵州食用菌产业的发展已基本摆脱了简单的栽培及栽培单一的农业模式,实现了现代农业链条全面有序的转变,具有产业横

向延展的能力和条件。基于乡村舒适休闲的环境,以食用菌为主题开发农村食用菌旅游资源,是侧重于“吃、玩”的休闲旅游,让

游客来舒缓压力,休闲放松,体验农村生活。如农家乐、开放性食用菌种植园等,以食用菌为链条,配合农村自产的有机果蔬、土

鸡、土鸡蛋等特色农副产品,采取体验式采摘方式,基本能满足游客“吃住行游购娱”的要求。发展乡村旅游、山地旅游,是贵州

食用菌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方向,是提高食用菌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增加多元化的发展路径。同时,也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带动农村人口脱贫致富有效解决办法。 

2 开发食用菌旅游资源的限制因素 

2.1旅游资源开发能力不足 

贵州是旅游大省,虽然整体规模较大,但是由于旅游业起步晚,总体发展水平和行业成熟度都不算高。2018年贵州 A级旅游景

点共计 254个,而到了 2020年,A级旅游景点共计 420个,增幅达 65%。景区数量在快速增加,但是旅游配套措施并不完善,许多景

区资源没有得到合理利用,开发方式不科学;目前贵州省旅游产业仍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重自然景光,忽视旅游的文化涵养,而

食用菌旅游资源开发需要植入品牌文化,打造出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贵州在这方面的开发能力和经验还存在不足;在贵州旅游

业“井喷”式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旅游接待点服务质量下降、游客对住宿、景区饮食条件不满意、旅游市场经营不规范等景区综

合管理不当情况,缺乏旅游管理相关的专业人才。贵州当前存在的所有旅游业问题都可能延伸到食用菌旅游资源开发的环节中,

给食用菌旅游开发和后续经营管理带来重大困难。 

2.2以食用菌为主题开发旅游资源有难度 

食用菌是指可食用的大型真菌,与其它农作物具有明显差别。在种植环境上,食用菌对生长环境有较高的要求,温度、适度和

营养条件都会影响食用菌的产量、品质,不当的环境甚至会使得食用菌感染死亡,如果开发观赏性的食用菌旅游项目,就会对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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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的观赏条件提出较高的要求。不同种类的食用菌生长周期和生长环境都不相同,贵州的旅游旺季通常在每年 5-10月份,由于气

候影响,会对旅游所提供的菌种数量有一定限制,导致食用菌产品丰富度不够;食用菌旅游的开发重在体验项目的开发,食用菌采

摘具有一次性,体验程度高、参与性较强的林下种植项目要满足旺季就需要极大种植规模,但是淡季这种大规模又会产生销售难

题,不开发又造成资源浪费,如何平衡淡旺季产生销量不均衡是一个难题。 

2.3食用菌文化影响力不足 

食用菌文化是人们在食用菌的种植、饮食过程中所产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虽然我国有着悠久的种植和食用历史文化,

但是大众对于食用菌的认识主要停留在食用菌的可食用价值,更对深层次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认知较少。作为较为新颖的休闲

的特色旅游主题,文化影响力的缺乏可能会造成对游客的吸引力不够,但是可以借鉴茶产业,依靠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织金竹荪等

品牌产区作品牌背书;还可以借助于强大影响力的野生食用菌文化,每到特定季节时,大众对野生菌表现出狂热的喜爱,但是这就

需要对景区餐饮从业者提供野生菌的鉴别和烹煮系统培训和监督,以确保达到安全食用的标准,避免出现野生菌中毒事件损坏景

区形象。 

2.4资本及技术限制 

绝大多数景区资源为国家所有,只依靠政府,在初期开发及后期运营方面都存在着不可回避的短板。所以目前主要的景区开

发方式是政府保留监督权,将经营权开放给资本市场,引进旅游投资企业进行开发。旅游资源开发需要大量资本投入,问题在于贵

州食用菌旅游目前尚未出现具有代表性的旅游项目。会影响投资商在与地方政府签订合同前,要进行的可行性分析、投资价值评

估和风险评估等环节。 

发展食用菌生态旅游必然需要强大技术支撑,要对食用菌生产原料到产品产出都要有相应的监督标准,才能种植出高品质,

标准化的食用菌,从而建立起食用菌旅游品牌,这需要引进食用菌龙头企业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引入投资也好,引入技术也好,

想要打造好一个新颖的农业资源旅游项目,地方政府要迈出艰难的第一步。 

3 贵州食用菌旅游资源开发建议 

3.1精准的旅游定位 

贵州旅游业的旅游方式主要为自然生态类、康养类、农旅一体类、民族风情类,贵州当前提出发展生态旅游和度假康养旅游,

正在加快传统观光游转变为现代休闲度假游。以康养旅游作为精准化定位有极大的市场空间。养生符合现代人的需求,贵州拥有

保护完好的自然生态和自然风景,近年来已受到众多游客的关注;贵州是避暑之都,每年夏天有许多游客特地到贵州避暑旅游,部

分人会在贵州停留一个月以上;60 岁以上老人在旅游人数中的占比也越来越高,而且最舍得花钱。食用菌应当利用强大的营养价

值和保健功能的优势,结合政策,聚焦于度假康养旅游,食用菌旅游涉及环境的自然风光和食用菌产业链的延展,能实现生态、康

养、农旅一体化发展。 

3.2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科学合理的布局是体现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为了充分发挥贵州旅游产业和食用菌产业的各种资源及潜在优势,应

立足于贵州食用菌品牌产区及产区内的知名景区,发挥其品牌影响力、文化影响力、市场影响力。贵州现有黔西乌蒙山区、北部

-东部大娄山区、黔东南-黔南苗岭等 5 大食用菌产业带,产业带地区食用菌资源丰富,有竹荪、羊肚菌等贵州特色菌种和野生食

用菌,并且地方市场活跃,食用菌文化相对其它地区较高;同时五大产业带各个食用菌产区都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如乌蒙山国家

地质公园、娄山关等知名景区,食用菌旅游资源开发应先布局于现有的五大食用菌产业带进行合理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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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构建合理的商业模式,实现产业联动 

在景区周边开发食用菌旅游项目,或者与旅游景区联合开发食用菌旅游项目,都有利于当地旅游产业和食用菌产业共同发展,

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够有效提高经济效益,产业联动为食用菌创造了新的发展路径,拓宽了发展空间。旅游景区的主要旅游热

点在于自然风景,贵州大多数 3A、4A级景区在购物、休闲体验、吃、住等环节存在缺陷。食用菌旅游项目正好能弥补这一不足，

如农家乐、食用菌小镇、林下种植等，游客提供了田园观光、农事体验、休闲购物的机会。有效完善了部分景区旅游环节的缺

失，使得整个旅游环节更加完善，有助于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食用菌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联动发展，会促进食用菌产业结构发

生改变，在产品、布局、销售渠道等发生根本上的改革和升级。 

3.4重视人才培养 

食用菌产业和旅游产业的有效联动，主要的还是基于旅游，除了前期的规划的建设，也不可缺乏后期的持续管理，后期管

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两个产业的联动效果及带来的经济效益。从经济效益角度看，我省大部分景区并不能产生较良好的经

济效益，重要原因在于管理不太完善，会出现缺乏完整的旅游配套环节，景区服务不好等情况，体现了我省旅游行业高水平管

理人员的严重缺乏。产业联动对旅游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综合素质要求，这需要政府提出相应的政策来吸引和培养高素质的

旅游管理人员；同时也需要旅游行业建立行业自律机制，才得以营造良好的行业环境来吸引和培养相关人才。 

4 结语 

贵州食用菌旅游资源的开发，需要利用当地食用菌资源特色与旅游业产业进行有机联动，将对食用菌产业发展提出全新要

求。应当在政府的主导下开发食用菌旅游资源，要注重区域内优势的结合，大力培养相关人才以克服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孕育

出贵州食用菌文化，促进贵州食用菌产业升级，将贵州塑造成中国食用菌之都才是最终的目的。同时在食用菌旅游资源开发过

程中，要始终坚持绿色和可持续发展，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确保食用菌产业与旅游业的联动不是一时的，而是良性、可持续的

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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