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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赤峰

药材撬动百亿大产业

敖汉旗药田里， 挖药机缓缓

入地又抬起， 一颗颗黄芪根破土

而出，缕缕药香扑面而来。“春天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丰收季。 ”

古鲁板蒿镇白家店村药农贾淑丽

乐得合不拢嘴。

作为全国重要中蒙药材种植

基地之一， 赤峰种植中蒙药材已

有

300

余年的历史，地产北沙参、

桔梗、 防风等道地药材

20

余种，

素有“中国北沙参、桔梗之乡”的

美誉。

如何让“一株草”擎起中蒙

药材这个大产业？ 赤峰市立足中

蒙药材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以种

植药材、 加工药材为基础的中蒙

药材产业，加快农民增收致富，助

力乡村产业振兴。

改方式扩规模

药材量质双提升

“我们雇

1500

多名村民来帮

忙采收药材，很快就能收完，这些

药材将销往甘肃、 新疆、 包头等

地，利润相当可观。 ”魏刚家庭农

场的负责人魏立刚说， 统种管理

模式，既能实现量质双赢，也能让

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

“土地租给农场，自己在农场

打工，租金加工钱，一亩地能赚到

3000

多元。 ”合成公村农户徐国

华对规范化种植模式赞不绝口。

赤峰市地处东北和华北两大

道地药材区域内， 在药材种植方

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但是规范

化种植水平较低成为赤峰中蒙药

材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卡点”。

为打破传统药材种植“散、

小、弱”壁垒，促进农户“抱团式”

发展，赤峰市通过“内培外引”的

方式， 引进培育涉农企业、 合作

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新型经

营主体，实现规模化种植、集约化

经营。

方法行之有效，成果令人欣

喜。

2023

年，赤峰市中蒙药材种

植面积达

55

万亩，产量

27.82

万

吨，其中，桔梗和北沙参产量分别

占全国总产量的

70%

、

85%

。

“目前，我们已经研发出赤峰

道地药材专用配方肥， 前两天在

试验示范基地种植药材时已施入

此肥， 后续会对种植的中药材进

行性状调查和相关检测分析 ，以

明确最佳肥料配比。 ”赤峰市农牧

科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程瑞宝说，

此肥料的研发， 将保障赤峰中蒙

药材生态种植持续健康的发展。

延链条精加工

品牌效应日益彰显

药香扑面产业兴。 丰富的药

材资源， 为赤峰市发展中蒙药产

业提供了先决条件。

走进赤峰荣兴堂药业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 一批批加工好的中

药材正经过装袋、称重，不断转运

仓储室。

“公司年加工生产各类中蒙

药饮片达

8000

吨 ， 产品畅销全

国，远销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

年销售额达

1.5

亿元。 ”董事长于

荣说。

荣兴堂是喀喇沁旗率先进行

中蒙药材饮片加工的企业， 也是

赤峰地区中蒙药材龙头企业，它

的兴旺是赤峰市不遗余力发展中

蒙药材产业的有力实践。

赤峰市瞄定从“一粒良种”

到“一味好药”再到“一个百亿级

产业”的目标不放松，积极推进品

种选育、 品牌建设、 龙头企业培

育， 全力以赴助推中蒙药材产业

全产业链发展。

功不枉使，地不亏人。 荣兴

堂药业、赤峰丹龙药业、浩通种植

专业合作社等中蒙药材企业相继

涌现；桔梗、北沙参、蒙古黄芪被

认定为国家地标农产品； 牛家营

子镇道地中蒙药材基地入选全国

“三品一标”基地。

据统计，赤峰市规模以上中

蒙药材加工企业达

21

家，生产的

中药饮片、中药材、中成药、蒙药

达

120

多种， 产值达到

84.77

亿

元，小小“一株草”正在撬动百亿

级医药大产业。

开市场拓销路

畅销全国走向世界

喀喇沁旗牛家营子镇内蒙古

中蒙药材标准化生态产业园项目

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

一派繁忙景象。

“目前 ，交易大厅、研发中心

和展示中心已投入使用， 仓储物

流区正在加紧建设，已入驻

52

家

企业，预计

5

月份正式开市。 ”产

业园负责人李树民介绍。

内蒙古中蒙药材标准化生态

产业园，总投资

16

亿元，占地约

1000

亩，是蒙东地区规模最大的

中药材交易市场。 项目建成后，能

够带动周边地区药材种植新增

20

万亩， 年吞吐药材交易量超

100

万吨， 交易额达

50

亿以上，

将赤峰地区中蒙药材全产业链条

发展注入强劲引擎。

产业园为弥补赤峰市药材交

易市场的不足， 高质量发展大会

汇聚八方客商。 自

2021

年以来，

赤峰市连续三年举办中蒙药材产

业高质量发展大会， 累计吸引全

国各地医药行业的专家、学者、企

业家

2000

余人次，上百家医药企

业与赤峰签订供销协议， 为赤峰

道地药材畅销全国走向世界创造

了机会。

“这几年，黄芪 、北沙参 、桔

梗、 防风等道地药材走货量逐年

增加，这段时间平均每天在

1300

吨以上。 ” 喀喇沁旗全鑫物流中

药材交易中心负责人胡南南对此

深有体会。

目前， 赤峰市年出售各类地

产 、 野生中药材及产品达

80

万

吨，年交易额达

30

亿元。

一缕“药香” 开出致富方，

“一株草”撬动百亿大产业。 赤峰

市将继续加大力气发展中蒙药材

产业， 让中蒙药材成为乡村振兴

路上的“山中宝”“土黄金”，成为

富民增收的“朝阳产业”。

（张雪冬 刘泽）

“中药材花海”药香芬芳

走进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

区的泽康琳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

社， 广袤无垠的种植基地上长满

了各类中草药。 火红的赤芍含苞

待放，灿烂的金莲花随风摇摆，微

风轻拂， 沁人心脾的药材香气令

人神清气爽。

大兴安岭泽康琳中药材种植

专业合作社位于加格达奇区白桦

乡加南村， 优良的土壤质地与适

宜的气候条件， 为中草药种植创

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经过多年

的发展， 该合作社已经成功打造

了集中药材良种繁育， 产学研结

合， 旅游观光为一体的加格达奇

区中药材良种繁育基地， 是黑龙

江省面积最大、品类最全的“中药

材花海”。

为促进产业提质升级， 合作

社与国药种业有限公司签订黑龙

江省唯一的赤芍种子种苗种植示

范基地， 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签

订大学生实习就业基地， 被黑龙

江省中药材种业创新发展专家委

员会评定寒地龙药种子种苗示范

基地。同时，合作社利用城市近郊

独特区位优势打造近郊游， 在基

地配套建设了兴安百药谷农家

乐， 通过传统农村铁锅烹饪村民

种植蔬菜和养殖的鸡鸭鹅猪等，

带动乡村采摘产业发展，

20

余户

加南村村民致富增收， 年均增收

3

万余元。

据大兴安岭泽康琳中药材种

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介绍， 下一

步，合作社将继续扩大种植规模，

在大兴安岭南麓呈现一片万亩

“中药材花海”， 规划建设中药材

产地鲜切加工厂， 提高产品的附

加值。同时，合作社还在规划利用

农村闲置房屋，改造成乡村民宿，

让游客在欣赏“中药材花海”时可

玩、可吃、可住，进一步丰富游客

的观赏体验。

（邹慧 李忠双）

张哲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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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推进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

彭州市召开。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省委十二届五

次全会精神，加强药材质量管理和关键环节创新驱

动，推进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副省长杨兴平主

持座谈会并讲话。

会议指出，四川作为道地药材大省，必须坚持

以质量取胜，创新驱动产业取得更大发展。 近年来，

各地各相关部门和企业大力推进药材规范化种植

和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但还存在道地性保护

不足、产业“大而不强”等问题。

会议强调，要依托良种良法，科学规范种植，

开展重点中药材育种攻关， 完善良种选育机制，培

育新型经营主体。 要打造产业生态，推动道地药材

产地对接优质药材的“优价”需求，引进有实力的企

业推进定制药园、产地仓和企业自身的追溯系统建

设，用终端优价带动前端优质。 要建立验收体系，提

升药材质量检测技术水平，督促药企和医院严格采

购验收，加强监督执法，把好质量关。 要推动“产学

研”“医教研”创新融合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大品种，

优化创新药审批上市服务，支持企业开发大健康产

品，打造川药品牌。 要加强协作联动和政策支持，提

高对企服务质效，形成工作合力。 要严格落实“三管

三必须”要求，深化行业治理，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

质量发展。

（李强强 章华维）

关岭药材初加工

让道地药材效益倍增

近年来， 关岭自治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优

势，大力发展道地药材产业，同时建起了中药材初

加工共享示范厂，为广大药企、药商、药农提供了一

个省时、省力、省钱的初加工场所，让道地药材在产

地实现效益倍增。

走进关岭自治县药材初加工共享示范厂 ，入

眼便能看见木通、贯众、夜交藤、土茯苓等中药材堆

满在厂院中，工人们正忙着操作机械将各种药材一

一切片，现场一片繁忙景象。

据了解， 关岭自治县药材初加工共享示范厂

属于云贵高原道地药材关岭集散中心的配套设施，

总规划面积是

7000

多平方米， 主要以关岭的道地

药材切片、烘干等初加工为主。自

6

月份投产以来，

目前一天的产能达

10

吨以上， 有效解决关岭县域

药材初加工问题。

云贵高原野生道地药材关岭集散中心有限公

司相关人员表示，通过加工环节，一公斤药材的经

济效益可以提升

40%

—

50%

左右。

据了解， 绝大多数中药材采收后需及时加工

处理，才能保证药材的质量和疗效，因此产地进行

初加工至关重要。 为此，该厂创新采用了“共享”概

念，药企、药商、药农都可到厂进行药材初加工，根

据药材的品种和加工难易度收费，价格透明，费用

为

1

—

1.7

元

/

公斤， 切实为中药材种植群体解决

了产地加工难的问题。

关岭自治县药材初加工共享示范厂现场负责

人介绍，加工厂目前收的土茯苓、木通、贯众等材，

收来就立即加工，如果不及时加工，会造成成分流

失。 无论是集散中心， 还是各地的药农、 药商、药

企，加工厂都提供服务，就地加工，把黔药推出山，

助力乡村振兴。

（敖嘉钰 陈康清 文

/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