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

推动中药材加工业发展

近年来，云南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

900

万亩

以上，面积、产量连续多年为全国第一。中药材作为

云南省特色优势资源，是发展资源经济、振兴园区

经济、活跃口岸经济的重要抓手。

作为中药材资源大省，云南在中药材加工方面

延伸中药材产业链条，提升中药材附加值。

2021

年

以来，云南省药监局抢抓国家中药材产地趁鲜加工

政策机遇， 开展政策措施研究和落地。

2021

年

10

月，云南印发《关于开展中药材产地加工（趁鲜切

制）试点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 近三年来，云南按

照成熟一批发布一批的原则，发布了三七、重楼等

17

个中药材产地趁鲜切制加工品种。 一批优势特

色品种纳入产地加工试点工作，不断的实现趁鲜加

工品种扩面，满足产业发展和市场供应的需求。

� 2023

年，云南的草果、八角、砂仁、三七、滇重

楼等

18

个中药材品种种植面积均超过

10

万亩；农

业产值过亿元的中药材品种有

31

个，其中三七、滇

重楼、砂仁、铁皮石斛、天麻等

14

个品种的农业产

值均超过

10

亿元。

目前， 云南中药材种植广布全省

16

个州市，

中药材产业在优化当地农业结构、推动联农带农富

农、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作用显著。 （王壹）

中药材产业

让百姓收获“真金白银”

“我们种植金银花，一亩可栽

700

株，一株能

产一斤花，亩均收入达

5000

元，效益最好的每亩能

有

7000

元。 ”日前，在甘肃省通渭县李家店乡姚川

村金银花标准化种植基地，站在通渭金银花采摘大

赛的赛场边， 姚川村党支部书记姚高智对记者说，

如今， 金银花成了促进村民增收致富的主要来源，

全村三分之一的耕地都种上了金银花。

“目前，李家店乡共推广金银花种植

1.4

万亩，

种植区域涉及全乡

12

个村， 基本上实现了适宜区

全覆盖。 ”李家店乡乡长王枘枫介绍，近年来，李家

店乡因地制宜全链培育壮大金银花富民产业，通过

“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的模式和统一供苗、统一

培训、统一管理、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的“五统一”经

营模式，先后建成了“三大基地”，采取“三分红”方

式，带动群众走出了一条产业增收致富路。

“金银花产业只是通渭县蓬勃发展的中药材产

业的典型代表。 ”定西市政协副主席、通渭县委书记

谢占武介绍，地处甘肃中部的通渭属黄土高原丘陵

沟壑区， 温带半湿润干旱的气候环境和土壤清洁、

无污染的自然环境， 孕育了品种繁多的优质中药

材。 近年来，围绕定西打造“中国药都”和“国家中

医药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区核心区” 的战略定位，通

渭县坚持把中药材产业作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助

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举旗产业， 强化政策引

导，加大投入力度，布局建设金银花、黄芪共同发展

的中药材产业园区，推动金银花、黄芪等中药材产

业转型升级。 （鲁明）

种植中药材 拓宽致富路

仲夏时节，豫南大地处处绿树成荫，青翠欲滴。

近日，走进河南省商城县长竹园乡灌河源中药材专

业合作社野菊花种植基地内，连畦成片的野菊花枝

粗叶茂，长势喜人。

在距离长竹园乡

70

余公里外的上石桥镇塘湾

村艾草种植基地，同样是一番忙碌的景象。 伴随着

收割机的阵阵轰鸣声， 片片绿油油的艾草随之倒

下，处处弥漫着艾草的清香。

近年来，上石桥镇坚持“因地制宜、集中连片、

规模开发”原则，利用集体“四荒”地，在原有艾草种

植基础上，统一规划 、连片发展，举全镇之力打造

“艾草小镇”。

目前， 全镇艾草种植面积已达到

1.8

万余亩，

涉及农户

4

万余户，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包括种

植、收割、初加工、深加工以及销售等环节，现在小

小艾草已成为了大产业。

商城县地处北纬

31

度， 南部气候过渡带上，

森林覆盖率达

60.57%

，昼夜温差大，且雨水充沛，

特别适合各类中药材生长，被称为“豫南药乡”。 适

宜的生态环境成为商城县发展中药材的最大底气，

种植中药材也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保护与发展并重，统筹发

展布局，兼顾‘林

+

中草药’套种模式，重点推进艾

草、野菊花、黄芪、紫苏等中药材品种规模化发展，并

积极引进大型药企开发新品种试种，着力打造商城县

中药材种植基地。 ”商城县县长鲁新建表示。

（洪兰 王帅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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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清水县

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走出增收致富新路子

近年来， 清水县坚持将产

业发展作为助力乡村振兴和农

民增收致富的有力抓手， 按照

“以点带面、点面结合 、示范带

动、整体推进 ”的思路 ，大力发

展中药材种植，打造“中药材产

业

+

” 的康养及大健康产业集

群，不断延伸中药材产业链条，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 全力推进

中药材产业发展。

在清水县白沙镇半夏种植

基地内，放眼望去 ，成片的半夏

长势喜人， 村民们正忙着喷药、

除草，现场一片繁忙景象。

“今年我们村种植半夏

30

亩，

从春季田间管理施肥、除草、打药

到 采 收 ， 平 均 每 天 组 织 劳 力

10-15

人，每半月一次，预计在八

月中下旬开始采挖。 ”白沙镇太石

村党支部书记张海军说。

白沙镇土地偏泥沙土壤，土

层深厚、土质疏松、湿润肥沃、透

气性好，有机质含量高 ，非常适

合种植半夏。 近年来，白沙镇充

分发挥地域优势，采取“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发展模式 ，带动

马沟、白沙、箭峡、太石等村群众

种 植 半 夏 ， 全 镇 共 种 植 半 夏

1200

亩， 每亩地产值预计能达

到

3

万元左右，每亩纯收入

1

万

元左右。“今年以来，白沙镇依托

中药材产业发展基础，打造西灵

山流域、箭杆河流域 、汤浴河流

域等四大片带，全力做大中药材

产业， 全镇共种植中药材

6685

亩， 其中半夏

1200

亩， 金银花

1265

亩， 切实推动中药材产业

成为群众增收致富新引擎。 ”白

沙镇政务便民服务中心主任曹

荣轩说。

走进清水县土门镇高庙村

金银花种植基地，空气中弥漫着

淡淡的金银花香， 连片的金银花枝

繁叶茂， 一簇簇黄白相间的金银花

俏立枝头、生机盎然 村民们动作娴

熟地采摘盛开的金银花， 一派喜人

的丰收景象。 金银花，又名忍冬，由

于花初开为白色，后转为黄色，因此

得名金银花。 金银花既能散风热，还

善清解血毒， 被誉为清热解毒的良

药，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为保证金银花良好品质 ，我

们采购了

4

台金银花烘干机，统筹

全镇

10

余台花椒烘干机， 保证当

天采摘，当天全部烘干 ，延长金银

花储存时间。 较多的金银花被制作

成了金银花茶 ，销往北京 、天津各

地， 进一步增加了金银花的附加

值。 ”清水县土门镇党委书记申艳

霞介绍说 。 据了解 ，土门镇共种植

金银花

1249

亩，采取“合作社

+

公

司

+

农户 ”的方式精细化、高标准

管理运营 ，预计

1

亩地可以采摘干

花

25

公 斤 ， 每 亩 地 产 值 可 达

2500-3000

元左右。

近年来， 清水县立足区域资源

优势和产业基础优势， 充分挖掘半

夏、金银花、黄芪等中药材价值，积

极打造中药材全产业链。 建立创新

体制机制，采取“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的引领带动模式，健

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 引导群众积

极发展中药材产业， 探索建立中药

材生产、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努力

走出一条科学化布局、集约化种植、

标准化生产、 品牌化营销的发展新

路子，真正把中药材“产业链”变成

农民增收的“致富链”。

（王琳 文

/

图）

冬日时节， 走进山西省运城

市新绛县阳王镇北池村，空气中

弥漫着独特的药香 ，药材晾晒加

工的场景随处可见 ，呈现一派繁

忙景象 。 如今 ，这里已经从地瘠

民贫“蝶变”为产业兴旺、村道通

达、环境宜居的城市，村民们靠

调整产业结构， 解锁乡村振兴

“密码”。

今年

40

岁的杨春林是种植

远志的行家里手，除在本村种植

中药材外，他还在稷山、万荣、河

津以及陕西合阳等地承包土地，

种植药材面积达

500

亩。

“北池村的土地早已满足不

了药材生产的需要，许多村民纷

纷到外地承包土地，收入一年比

一年高。 ”杨春林说，这两年，他

每年的药材销售额都在千万元

以上。 自己在陕西承包土地里种

植

180

亩瓜蒌 ，仅此一项就收入

200

万元。

村民孙枭雄在临近的县市收

购各类中药材进行初加工，每年

的销售额也超过千万。 他凭借敏

锐的市场洞察力，不断扩大业务

规模 ，为北池村的中药材产业注

入新的活力。

北池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

主任杨俊明介绍 ，该村村民在外

地承包土地种植药材的有上百

户 ，承包面积超万亩，中药材年

产值达亿元。

多年来， 北池村瞄准市场经

济不断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 目

前，该村的药材种植品种已达

20

多种，包括远志 、柴胡 、黄芩 、防

风、甘遂等。

同时，为推动中药材产业的

发展，北池村投资建设药材示范

基地、初加工车间 、恒温仓储库

以及配套设施设备 ，为村民提供

更加便利的生产条件 ，并探索出

“龙头企业

+

基地

+

合作社

+

农

户 ” 的中药材生产经营模式 ，形

成完整的产业链。

如今， 北池村已摆脱传统农

业的束缚，走向集约化、规模化、

标准化的产业发展道路。 北池村

所产中药材远销安徽 、 河北 、成

都等地，并与北京同仁堂 、葵花

药业等多家知名药企建立长期

的合作关系 ，部分产品还出口到

韩国、日本及其东南亚等国家和

地区。

20

世纪

70

年代 ， 北池村发

现这里蕴藏着丰富的地热资源，

并成功获取温度高达

76℃

的温

泉水 。 据测量，该温泉的出水量

每天能达到

1200

吨以上。

目前，温泉民宿度假区建设

工程已初具规模 。 这里以“中药

材

+

温泉” 养生文化为主题 ，突

出“学药理 、泡药浴 、吃药膳 ”三

大特色，充分利用村落、民居 、文

化古迹等资源，形成旅游信息咨

询、旅游产品展示、客流集散 、购

物休闲等多功能服务。

（杨佩佩 李玉婷 文

/

图）

山西新绛

“苦药材”种出“甜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