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安村丹参种植基地。

初秋时节，行走在山西省陵川县的

山间田野，颗颗饱满的连翘果挂在枝条

上随风摇摆，潞党参、黄芩、火麻仁等中

药材生机勃发； 走进中药材产业园区，

冷链物流、精制饮片、中药提取、产品研

发等产业链上各个环节同向发力，迎来

送往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客商； 走进乡

村，多个研学路线、多种形式创意展示，

让“中药材

＋

文旅康养”融合更加完美，

游客沉浸式体验中药材文化……

如今的陵川， 在沁人心脾的药草香

味中，开辟了一条“中药材

＋

”产业融合

发展新路径，正书写着“借绿生金”的精

彩篇章。

扩规提质

基地建设不断优化

在陵川县附城镇西下河村的

300

亩

连翘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连翘树郁郁

葱葱， 饱满的连翘果挂满枝头，

20

余位

村民穿梭在连翘树间忙着采摘、 装袋、

搬运。

“大家摘的时候要一颗一颗摘，不

要伤着叶子。 ”陵川县虎头山中药材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韩虎山一边组织村民

采摘一边说，“连翘果就是我们的致富

果，多年来本地老百姓把采摘连翘作为

增收的一种途径，村民们在家门口采摘

连翘果，每天可收入

100

多元。 ”

近年来，陵川县把“绿色”作为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和优势，着眼中

药材资源优势，不断在中药材产业的扩

规和提质上下功夫。

2022

年，借助晋城市在陵川实施百

万亩连翘基地项目建设这一契机，该县

在加强野生资源保护性开发的基础上，

不断加大项目资金投入，以太行一号旅

游公路为轴线，在沿线野生连翘集中分

布的古郊、六泉、马圪当、夺火、潞城等

重点乡镇，大力推广野生连翘抚育和科

学化种植，持续推进百万亩连翘基地建

设项目。

“目前 ， 全县连翘分布总面积达

118.6

万亩， 年产连翘鲜果约

6500

吨，

占到了全国的

1/4

。 ”陵川县中药材产业

发展中心主任郭俊锋说。

此外， 陵川县坚持把基地标准化建

设作为全产业链发展的“压舱石”，持续

推进中药材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 近年

来，该县先后编制完成“陵川连翘”“陵

川潞党参”

2

项省级地方标准；在全县推

广潞党参、 黄芩标准化种植近

3

万亩；

建设连翘标准化示范基地

2.8

万亩。

补链强链

产品维度日趋扩大

在陵川县九州天润道地药材开发有

限公司，工人正在将优质连翘等中药材

烘干、筛选、检验、包装、装车，准备发往

全国各大药厂。

该公司总经理宋四清说：“自

2012

年在陵川建厂以来，当地相关部门积极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 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不断增强产业‘造血’功能。 目前，初

加工产品产量

6000

吨以上， 基本形成

了集中药材种植 、粗加工、仓储物流于

一体的运营模式， 市场遍布全国各地，

带 动 上 万 家 农 户 参 与 到 中 药 材 产

业 中。 ”

同样位于陵川的山西绿之金制药有

限公司是国内生产黄芩苷、连翘苷最大

的企业之一。 在这里，

10

个硕大的提取

罐“吞吐”着药香，科研实验室内先进实

验仪器有序运作，连翘、黄芩、黄芪、柴

胡等“十大晋药”原料 ，被生产为中成

药、中兽药、保健和功能食品、植物农药

等系列产品。 目前，企业研发生产的中

药饲料添加剂作为替抗产品，已成为陵

川中药材产业链迈 进 中 高 端 的 重 要

一环。

“落地陵川以来， 产业园区积极搭

建交流平台，及时收集企业诉求，以‘保

姆式’服务进行一对一帮扶 ，助力企业

发展向好。 ”山西绿之金制药有限公司

董事长韩苗苗说。

凭借丰厚的中药材资源， 近年来，

陵川县锚定中药材产业主攻方向，围绕

连翘精深化加工、 多层次增值目标，加

快推进中药材产业园区项目建设，强力

引入精深加工“链主”企业，加强产业协

同创新发展，全面构建基地种植 、精深

加工、 融合创新等协同促进的产业体

系，着力打造全省一流的中药材精深加

工产业集聚区。

目前， 该县中药材中小企业达

18

家，相关专业合作社达

422

家，涵盖中

药材初加工、中药提取、中药保健品、植

物芳香油提取 、仓储物流 、电子商务等

领 域 ， 基 本 形 成 全 产 业 链 特 色 产

业 架 构。

“凭借中药材资源优势及产业园区

集聚作用，我们今年成功吸引

2

家中药

材企业签约 ， 金额达

1 . 2

亿元 。 ”郭

俊锋说。

融合引流

品牌名片强势崛起

在紧邻太行一号旅游公路的古郊

乡，一个以连翘茶为主题的“母亲茶庄”

民宿自

7

月开业后就持续爆火。

“这里有温馨舒适的民宿、 充满创

意的体验工坊，还有美味的茶餐与精致

的茶点， 游客既可以在这里寻求宁静，

也可以在这里体验传统文化。 ”民宿负

责人许雪梅说。

许雪梅是陵川县乡土人家农业综

合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 该公司生产

的具有养生保健功能的连翘茶畅销全

国各地。 在推动连翘茶产业链延伸的

过程中，许雪梅看到“中药材

＋

”的优

势，毅然走出一条具有本土特色的“茶

旅融合”之路，助力中药材产业链拓展

延伸。

位于古郊乡的松庙村， 借“健康乡

村创建”之东风，依托太行一号旅游公

路，正以中医药为辅助 ，为游客提供汤

药浴池 、中药食补 、睡眠调理、体质评

估、功法指导等服务，同时推出药枕、精

油皂、牙膏、面膜等日用品，让游客在美

丽的自然风光中感受中医药文化的博

大精深，享受中医康养之旅。

春赏花，夏乘荫，秋采果。 依托丰厚

的中药资源和康养资源，陵川充分挖掘

中药材种植开发 、文化展示 、度假养生

等潜力，让“中药材

＋

文旅康养”逐渐成

为一种独具魅力的产业融合新模式。 郭

俊锋说：“产业品牌是融合发展的关键，

多年来，我们坚持把品牌建设作为推进

中药材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积极推动

特色区域公共品牌打造和企业品牌打

造，不断提升陵川中药特色产品的认知

度和品牌影响力。 ”

2019

年，“陵川连翘”“陵川潞党

参”

2

个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获准注

册；

2022

年，“陵五味”潞党参入选全省

7

个“晋药”产品之一；

2023

年，“陵川连

翘” 入选

2024

年山西省地理标志运用

促进项目名单 ，“陵川中药材文旅康养

专业镇” 入选第二批省级重点专业镇，

黄芩、火麻仁获全国“中药材品牌示范

基地”殊荣；今年，“陵川连翘”荣获优质

药材“三无一全”基地品种认定，“陵川

连翘”获评“中国气候好产品”，“陵川连

翘”“陵川潞党参”“陵川连翘茶”被纳入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陵川，因地

制宜打造了“陵川连翘”区域公用品牌。

“当前，我们正在将‘陵川林药复合

系统’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陵

川火麻仁 ’ 也在申报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同时推动省级连翘产业研究院落户

陵川，与山西农大 、中国药植所联合开

展连翘、潞党参的优良品种选育工作。 ”

细数眼下开展的各项工作， 郭俊锋坦

言， 充分推动中药材品牌向宽处拓展、

往深处延伸，着力打造中药材产业交流

和科研平台，才能真正有效地提高产品

附加值，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推动

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崔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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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草

药草飘芳香 带动多业兴

———山西省陵川县开辟“中药材

+

”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纪略

从一人试种到全村增收，看看小安村的“药材经”

深秋时节， 走进山东省曲阜市时

庄街道小安村的田间地头， 一株株 40

多厘米高的丹参在田间茁壮成长，淡

紫色的小花迎风摇曳。“霜降过后等几

天就能收获了，目前看，今年亩产量能

突破 3000 斤。 ”小安村党支部书记尹

洪元笑着说。

丹参又名活血根，以根茎入药，具

有活血祛瘀、调经止痛、除烦安神的功

效，是一味重要药材。

“这块地是今年 4 月份种下的。 ”

尹洪元介绍说。 生活在平原地区的村

民，原本没有种植中草药的习惯，为何

小安村要发展中草药呢？

“近年来，中药材市场需求旺盛，

价格持续上涨，而且种植简单，产量稳

定，能够带动村民增收。 ”说起种植中

药材的初衷，尹洪元介绍，他在市区经

营着一家诊所，他观察到，近几年，中

成药尤其受到大家的青睐和认可，白

芷、丹参、金银花等中药材，市场价格

在持续走高。

“拿白芷来说，过去，干货的市场

价大约在每公斤 15 元， 去年却达到了

每公斤 38 元， 鲜货价也能卖到 8 元一

公斤。 ”尹洪元细细算起账，白芷每年

每亩地产 4000 斤，按照当前的市场行

情，刨去成本，每亩地有 1 . 2 万元的

效益。

2021 年， 尹洪元开始带头尝试种

植白芷，种了 50 亩，效果不错。 当年，

尹洪元引种中草药的的事迹很快传遍

了村子，许多村民发现了致富新赛道。

2023 年小安村成立曲阜市聚合

源农民专业种植养殖合作社 ，把中药

材种植与农民增收、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相结合 ，通过土地流转 、合作社带

动、农户参与的方式 ，建立集中种植

基地。

“合作社采用‘保底 + 分红’模式，

村民以土地入股， 每亩地除了能拿到

1400 元保底收益外 ， 项目剩余利润的

5 % ，会按照入股比例再次分红 。 ”尹洪

元说。

村民尹洪双将自家土地流转给了合

作社，自己则在种植基地打工。 他表示，

在种植、除草、收获等忙碌时节，一天能

挣至少 70 元钱，一年算下来，也能有个 1

万元的收入。

去年， 小安村中草药种植项目纯利

润达到 20 万元，入股的村民又额外拿到

了每亩地 100 元分红。 今年，合作社新入

股了 10 户村民，现已有社员 30 多户。 目

前，小安村共种植丹参 200 多亩，并试行

丹参大豆兼做模式。

“这种模式用人工栽培，并不费力，

一年施肥两次就够了， 主要的工作是除

草。 一亩地丹参产量在 3000 斤左右，大

豆产量在 100 斤左右。 ”谈及丹参种植新

模式， 尹洪元如数家珍，“丹参主要是销

售到安徽亳州，目前价格还不错，一斤 5

元钱的地头收购价。 ”

过去， 小安村村民基本选择外出务

工，如今，村里发展种植业，一些村民回

来专门从事中药材种植。“我今年种植了

10 亩丹参， 村里的合作社统一给提供种

苗和技术。 ”村民尹洪明说，中草药种植

很有发展前景，地方政策上也帮助我们，

现在越干越有信心。

小安村的“药材经”不仅仅是种植，

还包括养殖。 该村利用废弃冷库，建起养

蝎厂。“蝎子是药食同源，市场价每公斤

约 1000 多元。 ”尹洪元介绍，蝎房采用封

闭式管理，只要控制好厂房的温湿度，每

年约产 12 万只，产值能达到 20 万元。

眼下， 丹参已列入时庄街道优先发展的

中药材品种，当地还与孔府制药、晟康生

物等多家生物医药企业和药用辅料企业

合作，开展丹参的精深加工，为丹参道地

药材认定、规模经营、产业链开发等提供

技术支撑。

（据“农村大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