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两年中药材价格不错，像我种的黄精，年初

价格每公斤

16

元至

18

元， 最近涨到了每公斤

26

元。 ”药园负责人刘颜文说，去年他卖出草珊瑚和黄

精

300

多吨，收入

200

多万元，预计今年收入可以

突破

500

万元。

刘颜文的药园位于海拔

700

多米的山上，这里

山林气候凉爽通风，适宜种植喜阴的药材。 从

2017

年开始，刘颜文陆续种下草珊瑚、黄精等品种，种植

面积从最初的

800

亩扩大至如今的

5000

亩。

莲花县位于江西省西部的罗霄山脉中段，森林

覆盖率

73.78%

。 近年来，当地通过盘活林地资源，

大力发展林下中药材产业，开辟了一条绿色发展新

路。 目前，莲花县林下种植面积为

3.95

万亩，其中

林下中药材种植面积

1.4965

万亩。

�

在莲花县良坊镇白渡村，村“两委”成员与驻

村帮扶干部共同商议， 利用当地油茶林套种太子

参，为村集体经济增加收益。

“我们到国内太子参主产区调研产业情况，并

邀请业内专家对村里油茶林土壤等进行检测，确定

这个产业可行，于是种下了

280

亩太子参，再过一

个多月就可以收获了。 ”村支书王吾华说。

好生态带来好机遇。有着多年灵芝种植经验的

外地客商看中了莲花县连片的阔叶林，上个月刚承

包下一片林地，打算开展灵芝种源培育、灵芝种植、

粗加工、深加工的全产业链项目。

�

为让好药材卖出好价钱，刘颜文为药园装上了

摄像头等数字化设备， 实现从苗到果全过程追溯。

今年，他还打算对黄精鲜货进行加工，加工后的黄

精每公斤售价可达

2000

多元，大大超过鲜货价格。

�

当地林业部门计划以灵芝种植基地落户为契

机，将单一林下经济发展模式升级为林药、林菜、林

禽、林旅多头并进的产业格局，促进林业增效、农民

增收、农村发展。 （吴京泽

)

灵芝破壁出重庆

进入新加坡保健品市场

破壁是对灵芝孢子粉的一种加工手段， 通过

物理方法将该粉的外壁打开，便于人类吸收。 灵芝

孢子粉被誉为“灵芝精华”，具备多种保健功能，它

其实就是灵芝的种子。

当下， 正值重庆市渝北区大盛镇灵芝的生长

成熟期。 一朵朵灵芝的菌褶里，正在弹射灵芝孢子

粉。种植户们在周围铺上薄膜，小心翼翼搜集“灵芝

精华”，并送往加工厂进行破壁处理。

近期， 灵芝孢子粉获得新加坡的超

200

万元

人民币订单，这也是重庆市首个保健食品出口新加

坡项目。 项目参与者称，这只是灵芝孢子粉出口的

“第一步”，扩大种植、生产、出口等后续事宜已在

推动。

“我们的千亩灵芝， 长于林下， 模拟了野生环

境。 ”重庆维近生态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

高维琼告诉记者，灵芝孢子粉富含灵芝多糖、灵芝

三萜等活性成分，颇受保健品市场青睐。

据重庆市中药研究院副高级研究员贺宗毅介

绍，目前，中国灵芝主要有大棚椴木栽培、林下拟境

栽培、 大棚菌包栽培和室内工厂化栽培等种植方

式。重庆是中国中药材主产区之一，林业资源丰富，

在发展灵芝产业方面具备天然优势。

高维琼说，近年来，公司打造的“天险洞灵芝”

产品获评第十四届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金奖

等荣誉，也在重庆海关完成了出口认证备案。

高维琼

48

岁从制药厂下岗，因为“田园梦”开

始创业，养过鸡、鸭、孔雀，种过黄精、白芨、灵芝。

因为灵芝等产品的突破， 她的公司实现了在重庆

OTC

成长板的挂牌， 正式成为一家区域性非上市

公众公司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民众稳定就业。

“我们在武侠小说里，看到灵芝是疗伤妙药。 ”

新加坡奕峰资本负责人骆锋告诉记者， 在现实中，

基于对中华传统文化， 尤其是传统中医药的认可，

新加坡的灵芝孢子粉有关保健品市场已经很成熟，

大众对其保健功能较为认可。

骆锋说，据调研，目前，新加坡的灵芝孢子粉

主要产自中国长白山、马来西亚、泰国等地。因为认

可林下拟境栽培的种植方式，他对重庆产灵芝孢子

粉在新加坡打开市场很有信心。

“

200

余万的首单，只是开始。 ”骆锋说，目前已

与新加坡多家药店、诊所等达成合作意向。上周，他

还与高维琼一起， 拜访了新加坡的多家医疗机构、

保健品商会、银行、高校，拟在新加坡和中国间开展

多元化的经贸合作。

“业界的反响不错。 ”骆锋说，已与一些科研院

所达成合作，拟在临床方面展开研究应用；也引起

了不少投资机构的兴趣，将适时引入资本，扩大生

产、加工。 （张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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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体鲜贮”焕发“参”机

近日， 由中国仓储与配送协

会主办的首届野山参“活体鲜贮”

新模式创建暨产业高质量发展大

会在辽宁丹东举办。 专家表示，用

低碳、数字化手段赋能传统产业，

科学用好用活“活体鲜贮”新模式

新技术， 全产业链追溯保障野山

参的质量与品质， 挖潜千亿级野

山参产业，打造优质品牌，助力实

现野山参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活体鲜贮”

赋能野山参产业发展

“活体鲜贮”是指在生态库中

运用数字化仓储管理模式， 实现

多年生农林产品全产业链生产过

程质量控制管理，达到保真保鲜、

提质增值的特殊仓储方式。

�

野山参是多年生长的贵细药

材。 国医大师孙光荣介绍， 号称

“百草之王” 的野山参大补元气，

被《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具有

补气固脱、健脾益肺、宁心益智 、

养血生津的功效。

�

根据国家标准，播种后，自然

生长于深山密林

15

年以上的人

参才能称为“野山参”。 野山参对

于生长环境要求高， 其营养成分

与生长年限、生存环境息息相关。

�

秀水灵山育珍品。 位于辽宁

宽甸的天桥沟野山参基地独特的

自然生态环境， 为优质野山参的

生长创造了适宜的环境。 在这里，

密布的电子眼时刻看护着参苗 ，

记录着它们的生长情况； 每年还

会有专业机构进行盘点评估 ，掌

握野山参的长势和数量……这里

生长的就是按照团体标准 《野山

参活体鲜贮生态库建设与运营管

理规范》打造的“活体鲜贮 ”试点

产品———天桥沟的“活体鲜贮”野

山参。

�

参仙源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于成波带领公司从

2006

年

开始流转天桥沟

60

余平方公里

的林地种参，发展至今，天桥沟野

山参基地种植野山参约

5

万亩，

野山参存苗量近

2

亿株。

�

中国仓储与配送协会副会长

兼中药材仓储分会会长、 世界中

医药学会联合会中药材流通产业

发展委员会理事长王春录介绍 ，

通过“活体鲜贮”模式 ，可实现多

年生农林产品（如野山参等）全产

业链生产过程质量控制管理。 目

前，天桥沟“活体鲜贮 ”野山参可

保障

5000

家直营店的产品供应，

通过数字围栏、北斗定位、实时监

控、区块链技术，实现全程追溯 。

“此外，‘活体鲜贮’模式，还可将

生长过程中的野山参商品化 、资

产化，实现提前交易，盘活资本。 ”

�

于成波表示，野山参“活体鲜

贮”是野山参销售模式的创新，这

既有利于种植企业的品牌建设 ，

又有利于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更

加有利于野山参市场的健康有序

发展。

�

中国仓储与配送协会会长 、

国际仓储与物流联盟秘书长沈绍

基指出，野山参“活体鲜贮 ”是流

通业态的一种创新， 可在确保野

山参鲜活品质的同时， 实现消费

与投资高度融合， 为振兴乡村经

济注入新动能， 为野山参产业发

展带来新机遇。

数字化助力流通

“破圈突围”

�

于成波告诉记者， 野山参种

植经营投入高、周期长，虽然存量

价值大， 但现实收入和变现能力

并不强。 面临这一发展难题时，他

正好遇到了“活体鲜贮 ”这把“解

锁”的“钥匙”。

�

据了解， 我国目前推行林长

制保护森林资源， 禁止商业性采

伐，人们不能随意进山作业。 于成

波介绍， 企业在全封闭环境下种

植野山参，坚持做到不干扰、不用

药、不施肥，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

进行现场监控管理。“每一只鸟飞

过我们的参地， 相关情况都一目

了然， 而这些现代化的工具并没

有破坏森林参地的生态， 反而维

护和保障了野山参的道地性。 ”

“近几年，我们运用‘活体鲜

贮’数字化管理技术管理野山参，

创新仓储物流模式服务市场和消

费者，较好地塑造出了天桥沟‘活

体鲜贮’野山参的品牌信誉，使产

品保质增值。 ”于成波说。

�

沈绍基表示，野山参“活体鲜

贮” 是中药材物流链向中药材供

应链、产业链延展的新探索。 在他

看来，野山参“活体鲜贮”，实现的

是多年生长的特殊药材的全产业

链的数字化。 对已经成熟的物联

网、区块链、大数据 、云计算等数

字化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是“活体

鲜贮”的前提与根本，也正因为有

了数字化技术的保障，才能保护、

开发、提升野山参的综合价值。

�

全国中药材物流专家委员会

电子商务专家冯维明表示，“活体

鲜贮”用低碳、数字化手段赋能传

统产业， 实现流量经济向信用经

济转变，使传统产业弯道超车，通

过“全程、全面、统一、可持续”的

全产业链产品质量追溯体系 ，建

立了消费信用信心以及食用安全

保障。

�

全国中药材物流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王居表示，野山参“活体鲜

贮” 既可以通过全产业链追溯保

障野山参的质量与品质， 也可以

通过数字化助力野山参流通“破

圈突围”，助力我国中医药企业更

好地走向世界。

挖潜“活体鲜贮”

解锁更多可能

�

据了解， 中医素有“药食同

源”之说。 药膳“寓医于食”，既将

药物作为食物， 又将食物赋以药

用；既具有营养价值，又可防病治

病、强身健体、延年益寿。

“人参银耳百合莲子羹、参苓

粥、清蒸人参鸡等药食同源产品，

正在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孙光

荣说。

�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医大师

张伯礼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

提到， 药食同源保健食品是大健

康产业中的朝阳产业，也是《“健

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和《国民

营养计划（

2017-2030

年）》等国

家战略重点支持的产业。 随着健

康中国行动的落实， 中医药保健

品作为“治未病”的品类 ，仍有很

大发展空间。

�

吉林农业大学教授、 博士生

导师杨世海指出，要把握“人参被

纳入保健食品”这一机遇，坚持道

地药材的高标准传承，通过“活体

鲜贮”新技术的应用，拓宽人参等

中药材产业发展的进阶之路。

�

杨世海表示，要将天桥沟“活

体鲜贮”野山参的已有经验，复制

推广到更广大有品质、 有实力的

中药材种植基地和企业， 共同执

行“活体鲜贮”团体标准 ，助力实

现更多中药材“活体鲜贮”的标准

化、规模化、品牌化。“未来，药食

同源叠加‘活体鲜贮’，将会解锁

更多可能。 ”

�

此外， 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

示范区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

余海洋建议， 加强对药食同源保

健食品的科学、系统研究，对药食

同源保健食品进行负面清单管

理， 进一步完善药食同源保健食

品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赵文涵）

江西莲花

:

“林药”伴生

闲林生“金”

江西南丰

仲夏药材管护忙

当前正值中药材管护

关键时期，

7

月

25

日， 南丰

县东坪乡组织志愿者利用晴

好天气， 对中药材木香进行

管护， 为药材丰产、 丰收打

下坚实基础。 李煜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