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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省泌阳县高邑镇食用菌产
业扶贫基地内，已安装完毕的14台高压
灭菌柜在菌棒生产车间显得十分夺
目。这个以村级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
资的食用菌煤改气项目可日产菌棒 10
万袋。菌棒成品率从85%提升到95%，
生产周期缩短9倍以上。

在泌阳县，22个“双替代”改造试点
已覆盖到各乡镇，实现菌棒生产、鲜菇
烘烤、菇棚加温电气化，以点带面，正全
面推进。

把“双替代”工作作为加快食用菌
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泌阳县探索
了一条全产业、全链条、全域化的无煤
生产新路子。电替代煤、气替代煤，替
出来的是泌阳县的碧水蓝天，替出来的
是泌阳县食用菌产业转型升级的春天。

大气污染“套”住优势产业脚脖子

历经50年蓬勃发展，食用菌产业已
成为泌阳县的传统优势产业。同时，泌
阳县牵头制定了泌阳花菇国家标准，创
造出适合我国北方环境气候条件的“大
袋小棚立体”香菇种植模式。盛产的

“泌阳花菇”被评为全国互联网地标产
品 50强，泌阳县先后被评为“河南省食
用菌生产先进基地县”“全国十大食用
菌基地县”“中国绿色产品（食用菌）产
业基地”。

据2019年统计，全县食用菌种植量
2.8亿袋，鲜品产量40万吨，从业人员30
万人，食用菌产业实现产值60亿元。

通过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已规划
建设占地 560亩的食用菌产业园，成立
河南省真菌研究院院士工作站，培育了
亿健食品、泌花食品等龙头企业，国内
大型的食用菌精深加工企业江苏品品
鲜落户泌阳产业聚集区。在食用菌产
业发展上，泌阳县已基本实现了全链条
产业发展。

在食用菌生产加工过程中，散煤消
耗一直贯穿其中，经测算，全县产的2.8

亿袋香菇，仅蒸袋灭菌环节年消耗散煤
3 万吨，排放二氧化硫约 27.9 万公斤。
原煤散烧已成为制约食用菌产业转型
升级和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深入开展的
关键瓶颈。

绿色发展“迈”出产业加工新模式

规模有了，怎么破解生态成本高的
困局？链条有了，怎么破解效率质量低
的问题？品牌有了，怎么破解竞争力弱
的问题？

泌阳县委、县政府统筹谋划和精准
施策，引导干部群众算能源消耗账、设
备落后账、环境污染账，把食用菌产业
用能“双替代”工作作为食用菌产业转
型升级和深化大气污染防治的抓手，探
索全产业、全链条无煤生产新模式。

成立县食用菌生产领域“双替代”
工作领导小组，出台煤改电、煤改气改
造奖补实施意见，整合县财政村级集体
经济扶持资金支持。

把责任分解到各乡镇和相关部门，
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建立综合决
策制、定期会商制、督导通报制、责任追

究制等制度，形成党委谋划、政府统领、
部门协作、菇农联动的工作格局。

采取清洁能源替代、工艺设备替代、
产业模式替代 3个技术模式，要求涉及
使用散煤的环节全部替代使用电力能
源和天然气能源，在制菌蒸袋环节使用
燃气锅炉替代燃煤锅炉、高压灭菌柜替
代常压灭菌包……

采取村级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
模式，使用县财政整合的扶贫资金，购
置电、气蒸锅和灭菌柜等设备，建设固
定灭菌厂房作为村集体经济固定资产，
与食用菌龙头企业签订合同，将建好的
固定资产设施整体交付企业使用，企业
向村集体上交租金，并优先安排贫困户
就业。

采取覆盖全县的试点示范模式，投
入资金6100万元，建设覆盖全县各乡镇
的22个“双替代”改造试点，实现菌棒生
产、鲜菇烘烤、菇棚加温电气化，以点带
面，示范引领，辐射带动全县全面推进。

为加大扶持力度，采取“奖补到户”
形式，科学制定奖补措施，菌棒生产、灭
菌、烘干等不同设备按生产数量、售价

等，全面实行资金扶持。
在全面实施食用菌产业“双替代”

工作中，泌阳县已累计投入资金近亿
元。

清洁能源“替”出产业转型新路子

在县产业集聚区品品鲜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生产加工全程实
现电气化，从配料搅拌到食用菌培养、
食用菌工厂化生产，从食用菌残渣到发
酵重新生产二茬菇，从有机肥返田滋养
土地，从生产大田玉米棒到打碎重新生
产食用菌配料，食用菌加工和生产的各
个环节均实现了绿色无公害循环。

据统计，全县12家精深加工企业和
真菌研究所等 28家种植大户先后完成
替代计划。燃气和电力锅炉替代传统
的燃煤锅炉、现代化的高压灭菌柜替代
燃煤锅炉……生产设备的更新换代早
已是常态。

“通过实施‘双替代’工作，菌棒成
品率从 85%提高到 95%，原材料节约
13%，生产周期缩短9倍以上，每根菌棒
综合成本降低 0.14元。”泌阳县食用菌
办相关负责人说，“‘双替代’改造后，菌
棒产量和出菇质量都得到了大幅度提
升，人工成本成倍减少、劳动生产率明
显提高。”

泌阳县主要负责人介绍，积极推进
“双替代”工作，是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面落实省委、省
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绿色食品业转型升
级部署要求，把“双替代”工作作为泌阳
县食用菌产业转型升级的一次机遇，实
现食用菌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清洁发
展、集约发展，让产业链强起来，让供应
链健康成长，让 30万菇农、加工生产从
业者享受到绿色发展带来的红利，实现
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真
正把泌阳县打造成全国生态文明示范
县的标杆，叫响泌阳县全国食用菌大县
品牌。 （牛付彦 侯伟峰 李新）

河南枫叶国际学校2020届高中毕业生中，有10名同学拿到了世界
知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查阅这10名同学3年前的中考成绩，他们只
是传统教育体系中的“中等生”“偏科学生”，甚至是“差生”。10人中，中
考成绩最高分的为 564分，离当地洛阳一高 620分的分数线相差甚多；
500分以上的有 4人，有 6人的成绩在 500分以下，有 1人两门主课严重
偏科，有一人中考成绩甚至没有过普通高中建档线。

毕业生王姜，中考成绩没过建档线。但是在河南枫叶国际学校高
中，学生平时成绩占总成绩比重的 60%-70%，王姜同学的平时成绩较
好，课堂表现以及作业完成情况很好，英语听力和口语表达能力较强，老
师对学生评价较高。最终他拿到了伦敦大学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毕业生梁坤，中考成绩为441分，属于标准的中等学生，偏科还非常
严重，主课英语和语文成绩较弱。但是，梁坤高二选课时扬长避短，提前
选定申请大学专业看中的物理、化学、生物、微积分、预备微积分等课程
为主攻课程，并拿到平均分95分的高分，最终以较高的专业课成绩获得
了伦敦大学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据枫叶教育集团有关负责人说，过去21年，枫叶的毕业生被世界百
强大学录取的比例已经超过 60%，2020年 7月，枫叶的毕业生被世界百
强大学录取的比例达到75.8%。

河南枫叶国际学校总校长修海英介绍说，首先，枫叶国际学校高中
不需高考的教育体系，从一开始就避开了走高考独木桥的束缚，以水平
认证取代应试教育。宽松的教学环境，自由的学习时间和丰富的课余活
动，让学生拥有更多自主选择权和时间支配权。学生通过 3年的学习，
不需要高考便能凭学校成绩单直接申请国外知名大学，实现了与国外大
学畅通对接。枫叶国际学校还能为学生提供中外合作办学的大学的申
请，让不想出国的学生也能有好的发展，为学生提供更多选择、更多机
会。

第二，枫叶国际学校高中学生，在高二就按照学习喜好以及未来想
从事的工作，分文、理、工、商、艺术专业等多个专业方向进行培养，学生
可以选择自己最喜欢和最擅长的专业进行努力，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优
势专长，回避弱势课程，不必为偏科而苦恼。学校认可学生的各种特长，
提供类别丰富的选修课程供学生自主选修，学生的各种特长都有选修课
程对接，每科选修学分都能用于申请大学。

第三，枫叶国际学校高中参照国外大学的教学模式，通过课程表现、
考试分数、社会实践等多途径分值，整合后的最终分数才是学生的毕业
分数。避免了一次高考定终身的弊端，不会因为一次考试的发挥失常而
埋没学生的才华。

第四，枫叶国际学校融汇中西的课程体系，在实践中将中西教育思
想结合。学校开设枫叶世界学校课程，英文课程全部由外籍教师全英文
授课，开设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技术、英语等学科，选用海外原版
教材，学生接受的是与国外同步的国际教育；中方课程开设语文、政治、
历史、地理等文科课程，使用国家和校本教材，由中方教师执教。学生在
学习西方先进学科知识与方法的同时，保留了本国的优秀文化和价值
观。

修海英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国际学校如今已成为中产家庭家长为
孩子选择的“跳板”，帮助孩子创造更有利的前期条件和学习氛围，孩子
毕业后拿到国际认可的文凭，可以更好地与世界舞台接轨。相信，国际
学校一定会受到越来越多家长的认可。在枫叶多元化的教育体系下，普通学生也
有春天。

（牛付彦 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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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泌阳：“双替代”替出碧水蓝天和产业转型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