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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野生菌的大量上市，另一种云

南特色美食——蜂蛹，也走进大众视

野。在云南，蜂蛹是美食的代表，由于其

蛋白质含量高、油炸后香味四溢，深受众

多市民喜爱。

7月21日，记者来到昆明市官渡区

木水花市场，看到市场内热闹非凡，本

地居民、游客、采购商来来往往。市场

内除了各类菌子，还有许多蜂巢被整齐

摆放着。蜂巢内有许多蜂蛹，摊贩正坐

在一旁忙着将幼虫、成虫取出，分别放

到不同的盒子中。

“成虫泡酒最好，幼虫油炸最香，蜂

巢药材商最爱。”一位商贩边取蜂蛹边

说。摊位前，几位市民正仔细挑选蜂蛹，

经过一番讲价后，最终以“每公斤170

元”的价格成交。

据悉，马蜂一生经历卵、幼虫、蛹、成虫

四个阶段，各阶段均可被人利用，市场需求

旺盛。幼虫与蜂蛹因高蛋白成为热门食

材，云南多以油炸食用，成虫多用于泡制药

酒，而带卵蜂巢则被药材商批量收购。四

类产品同步上市，吸引众多市民选购。

近年来，云南蜂产品价格稳中有升，

但专家提醒消费者需选择新鲜、可食用

品种，避免误食引发风险。

本报记者 左学佳
实习生 李坤蓉 骆欢 摄影报道

对于需要外带的见手青菜品，滇铺子近华浦路店要求顾客签署《野生菌外带免责协议》。

1985年7月11日的《春城晚报》刊发卖炒菌不慎毒倒顾客的新闻

随着公众对食品安全关注度的提

升，越来越多的商家在追求质量的同

时，也日益强化了野生菌的安全意识与

防范措施。记者在走访木水花野生菌

交易中心时发现，尽管各家商户在野生

菌的加工、留样、外带等具体规定上不

尽相同，但无一例外都将消费者的饮食

安全放在首位，并普遍推荐堂食，认为

这是最能保障安全和风味的方式。

经营干货的店主李先生介绍，店

内主要销售常见菌类干货。针对购

买“尝鲜”的外地顾客，他们会在外包

装上贴上烹饪的步骤和时长等信息，

确保即便在消费者家中也能科学烹

制，避免误食。

在昆明，野生菌火锅无疑是这个

季节的味蕾盛宴。豪品香野生菌火锅

店店长张丽飞介绍，其店内仅加工和

售卖市面上常见的野生菌。对于顾客

自带菌子到店加工的情况，豪品香有

一套严谨的留样机制：每一锅菌子汤

都会进行采样并保留48小时以备溯

源；而在炒制品中，则重点针对见手青

等特殊菌种进行留样。更关键的是，

火锅店会依据每种野生菌独特的香味

进行不同形式、不同口味的烹饪。例

如，见手青等菌类都会经过严格的高

温过油处理，从源头降低风险。除了

传统的计时发放筷子等方式，还通过

贴在桌面上的温馨提示等方式，将安

全须知融入用餐环境。每桌更有服务

员专门“盯台”，随时解答疑问并提醒

消费者注意辨别和安全饮食。

滇铺子（近华浦路店）在服务形

式上更为灵活。据店员介绍，该店不

仅提供现点现做的外卖服务，还为顾

客提供外带服务；对于涉及见手青的

菜品，若需外带，均需签署野生菌外

带免责协议。然而，店家仍建议食客

以堂食为主，店内供应20多种野生

菌，对于自带菌子加工的顾客，店家

会将所有加工的菌子留样保存。对

于不熟悉野生菌的外地游客，店家还

会叮嘱顾客阅读注意事项。

为让食客放心吃菌
昆明商家各显神通

1985年7月11日，《春城晚报》上的一则新闻这样写道：“6月19日，晋宁
县昆阳街一个体户售卖炒菌，致11人中毒，其中8人住院。该个体户深感内疚，
带上红糖到医院看望了病人，并被责成承担全部住院医药费144.33元。”

40年之后，随着野生菌风靡全国，为了确保食客能安心享用这份来自山野
的馈赠，商家们对守住最基本的“煮透法则”可谓是各显神通。沙漏计时保证烹
煮时长、粘贴醒目的警示标语提醒、通过暂扣餐具让食客遵守等待时间、开锅前
进行专业取样检测，野生菌食用安全成为了商家最在意的事。

线上商家：视频一对一指导烹饪

在野生菌销售领域深耕约17年

的马明文，近年来借着物流业高速发

展的东风，通过电商平台将野生菌销往

了全国各地。“现在为了保证野生菌的

新鲜，我们会先进行专业包装，再通过

空运等多种运输方式，让菌子能方便

快捷地送到消费者手上。”马明文说。

“如今是互联网时代，我们的销售

也成了‘技术活’——得在线上教顾客

菌子的做法。比如，鸡枞菌适合煲汤，牛

肝菌适合炒制。”马明文说，只要有时间，

面对客户的烹饪疑问，他都会通过视频

一对一指导。这种周到的服务不仅留

住了微信上的老顾客，提升了销量，也

让马明文萌生了线上卖菌子的想法。

如今，马明文的线上野生菌销售网

络已逐步打开：每年七八月份，线上月销

量能达到上百单，线上鲜菌批发也成为

了他的主要经营业务。他的线上商店

里，“一袋火腿、几个青椒、一把蒜搭配

几朵野生菌”的商品组合，正是他在多

年经营中总结出的经验。由于近年来

购买野生菌的顾客日益增多，“这菌子

怎么吃？”成了顾客最常问的问题。为

此，马明文特意将野生菌与合适的菜搭

配销售，用贴合需求的方式服务顾客。

线下商家：为守住“煮透法则”各显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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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明文线上销售的野生菌还配有辣椒、大蒜、火腿，以方便顾客炒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