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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优势成中药产业

发展“良方”

“去年我们公司肉苁蓉初级加工产品整体

销售达

700

多万元， 还有不少半成品肉苁蓉在

晾干中，将于年后销售。 ”新疆于田管花肉苁蓉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旭亮说，“初级加工

产品主要销往安徽亳州、河北安国等大型药

材市场。 ”

新疆拥有光热、气候、土壤等优势，非常适

合中草药的引进、种植，以及推广。 中草药品种

丰富、品质好、有效含量高，拥有药用植物资源

3000

余种。近年来，新疆不断拓展中药材种植面

积，以高产、优质、高效、无公害为目标，推广先

进、实用的种植技术，促使越来越多的中药材从

新疆“走出去”， 也带动了当地医药产业发展。

2024

年新疆医药工业产值约

140

亿元， 拥有药

品生产企业

66

家， 其中， 中药民族药生产企业

达到

48

家。

“中药材规范化种植成效初步显现，遴选公

示

GAP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示范建设重点企业

5

家，种植面积超过

10

万亩，两家企业的两个品

种已通过

GAP

符合性检查。 ” 新疆药品工业协

会会长陈金成介绍道。

规范种植提质量

“去年我们在库勒拜镇尝试种植了

700

多

亩防风，一亩地毛收入

2600

多元。 ”新疆哈巴河

县库勒拜镇中药材种植基地种植户刘喜环说。

哈巴河县全年日照充足， 有利于中草药的

光合作用， 当地更是发现了野生中药材

200

多

种。 依托天然优势， 该县以提升中草药规模化、

标准化、集约化等为目标，打造了中草药高标准

示范田， 引进了多家种植基地， 种植了甘草、板

蓝根、黄芪等药材。

“甘草的种植面积每年有

1000

多亩，此外

我们还会育种，以确保甘草的品质。 ”新疆哈巴

河县甘草种植基地技术员王建花介绍说。

中草药品质的提升，也吸引来不少企业。新疆

荣成哈克制药有限公司现有已通过自治区药监局

GMP

认证的制剂生产线

3

条、中药提取浓缩生产

线

1

条，年生产能力达

10

亿粒药品。 当前，该公司

建成标准化、规模化万亩试验示范种植基地，种植

优质无污染、无公害的药材

1

万多亩。

近年来，新疆采用“公司

+

科研机构

+

合作

社

/

农户”模式，推动中草药规范化种植养殖，形

成适合当地中药材品种种植的规范化技术标准。

打造药材市场

每到天黑时， 于田县道地中药材交易市场

便开始热闹起来，农户们拿着自家最好的产品开

始询价、验货、售卖。 目前，交易市场已入驻

59

家商户，

27

个合作社，建有烘干房

45

座。

“自从有了交易市场，我们不用到地头收货，

再运到自家烘干了。 ”回忆起早年间收购肉苁蓉

的经历，于田县道地中药材交易市场商户阿不力

孜·阿布都艾力一个劲儿地感慨，“交易市场帮

了大忙。 ”

阿不力孜·阿布都艾力介绍，没有交易市场

之前，他只能去田间地头收货，由于老百姓不知

道行情，当时的收购价格并不统一，产品质量也

参差不齐。 交易市场开业一年多来，不仅帮助农

户统一了市场价格，更是吸引来不少企业，带来

了好的种植技术，如今的肉苁蓉保质保量。

创新产业发展

走进新疆中医药（民族医药）和田中心，一

种独特又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寻味而去，杯杯

奶茶冒着热气儿。 然而， 这可不是普通的奶茶，

是该中心研发的“四物维茶”， 是将玫瑰花、藿

香、决明子等和田药茶原料与奶茶搭配，既满足

味蕾，也守护了健康。

奶茶与药茶碰撞的火花， 已成为当地特有

的文旅亮点和品牌文化。 如今，在不少景区都能

够品尝到不一样的奶茶。

不仅如此，新疆中医药（民族医药）和田中

心设有特色门诊，前来就医的患者能够体验到沙

疗、针灸、推拿等治疗。 并且还成立了研学实践

基地、创建了新疆中医药（民族医药）药材可视

化信息库等等。

除了对中药材进行创新研发， 新疆还推动

了“中医药

+

旅游”融合。

在阿尔泰山中草药博物馆内， 弥漫着中草

药的清香， 一路走进， 可以看到蜡制植物标本、

实物标本、浸制植物标本等，声、光、影等科技方

式更是让植物“活”了过来。

按照 《自治区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

（

2020

—

2025

年）》， 新疆中药材产业重点布局

在伊犁河谷、 塔额盆地、 准噶尔盆地南北缘、吐

鲁番盆地、 塔里木盆地的

8

个地州市

30

个县市

区。 规划计划“发展千万亩中药材，打造千亿元

产业群”为目标，进一步优化新疆各区域中药材

产业布局。

（吴铎思 马安妮）

云南隆阳

林下药材种植成富民产业

�

近年来，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丹山镇严守耕地红线， 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和产

业发展，探索“粮药套种”模式，用一株小丹参，实现“一地双收”，让药材变“药财”，

为村民开出一张“致富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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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小丹参开出“致富方”

药材变“药财”

荒地打赢“翻身仗”

连日来，雁江区丹山镇三合

村种植的丹参迎来了大丰收。 在

三合村的丹参种植基地，伴随着

挖机的轰鸣声，地里红彤彤的丹

参破土而出， 药香扑鼻而来，村

民正均匀分布在挖机前忙碌，熟

练地将丹参去泥、分拣、装背兜，

田间地头一派“采挖忙 ”的喜人

景象！

“我们村有

1000

多亩丹参，

同时套种了大豆，老百姓在家门

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 采收期

间， 村民一天可以获得

60

元的

收入。 这些丹参主要种在我们村

的二台 、三台土，增加了我们土

地的收益。 ”谈到村里种植的丹

参，三合村党支部副书记涂丽红

脸上泛起了笑意。

据了解 ， 三合村的丹参主

要种植在山坡地带，由杂草丛生

的撂荒土地和部分低产地组成，

是不少业主嫌弃的二台土、三台

土 。 如何将荒山荒地“变废为

宝 ”，近年来，丹山镇不断优化乡

村产业结构 ， 不断盘活撂荒地，

进一步提高土地综合利用效益 ，

拓 宽 群 众 增 收 渠 道 ， 助 力 乡 村

振兴。

丹参别名血参、紫丹参、五凤

花、活血根等，为唇形科鼠尾草属

的多年生直立草本植物， 具有活

血祛瘀、调经止痛、除烦安神的功

效。 由于中药材种植潜力巨大、前

景广阔， 三合村利用盘活的撂荒

地发展丹参种植产业， 为富民兴

村打下了坚实基础。

粮药“两不误”

套种种出好“钱”景

小小的丹参为三合村带来了

增收和就业机会， 群众不仅能够

通过流转土地获得租金， 还能够

在家门口就业。 在当地党委政府

的支持下， 丹参种植也为其他村

带去了机遇。

“今年，因夏季雨水少，今年

丹参亩产

900-1000

斤，我们还在

李家桥村和油草堰村种植了丹

参，整个合作社共种了

2300

多亩

丹参， 一年发放了

400

多万元的

工人工资，工人最多的时候有

400

多人。 ”安岳县忠江中药材种植专

业合作社法人蒋林介绍， 丹参药

用价值高，市场前景广阔，合作社

目前与制药厂签订长期合同 ，产

品不愁销路。

“丹参是段栽 ，生长周期短 ，

而且收丹参都有专门的机械化设

备，节省了不少人力成本。 种丹参

比一般农作物利润高一些， 和大

豆种植在一起， 既能保证粮食产

品，又能发展特色产业。 ”蒋林说，

“粮药套种”不仅提高了土地的利

用率， 还有效地破解了粮食与药

材“争地”的难题 ，既保证了粮食

生产，又发展了特色产业，实现了

耕一块地赚两份钱， 为群众带来

了更多的经济收益。

一株小小的丹参，搭建起“粮

药套种” 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

新桥梁， 不仅打通了农业高质量

发展、 促进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的

致富路， 更成了村民们的“摇钱

草”。

“

2022

年

10

月 ，丹山镇 引

进业主种植丹参 ，目前 ，全镇种

植面积达

3000

多亩。 在粮药套

种的模式下 ，每亩地不仅能盘活

土地，稳定粮食产量，还能增收

2000

多元。 ”丹山镇产业发展专

班工作人员徐崇棱告诉记者 ，下

一步，丹山镇还将把粮药套种模

式推广到其他乡村 ，带领更多村

民增收致富。

（吴平华）

近年来，保山市隆阳区紧扣

乡村振兴战略“主旋律”，本着保

护绿水青山，开发金山银山的理

念，规模化、规范化、标准化建设

林下中药材种苗繁育基地、大健

康产业原材料供应基地，努力把

中药材产业打造成为群众增收

致富的支柱产业，着力解决“家

门口 ”就业问题 ，让农民回到农

村，留得下、有钱赚、能致富。

在丙麻乡丙麻村大羊山，一

个占地

5000

亩的林下中药材种

植示范基地正在如火如荼地建

设中。 工人们一大早便忙碌于林

间，整地理墒、浇水，整个基地的

建设初具规模。 据丙麻村党总支

书记、主任倪正波介绍，目前，种

植基地已开挖

2100

亩， 实际种

植中药材

48

亩，预计将在今年

4

月完成全面种植工作。 自项目落

地以来，丙麻村积极协调土地流

转事宜，成功流转了

983

户村民

的

5266

亩林地， 并带动了

185

人实现就业。

49

岁的高从美是附近的村

民， 能够在家门口就业她感到非

常高兴。 高从美说，过去她主要在

家照顾老人和从事农活， 现在将

土地流转给基地， 并在基地学习

种植技术、参与中药材种植，她不

仅能够获得稳定的收入， 还能够

学到新的技能。

该示范基地由临沧耀阳生物

药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5000

万元

开发种植，项目于

2024

年

11

月正

式启动， 预计将在

2025

年

5

月全

面建成。建成后，该基地将为当地群

众提供

500

余个就业岗位， 预计户

均年收入将增加

3

万元。

丙麻乡党委委员、 副乡长钏

国良表示， 丙麻乡以发展林下经

济为突破口， 不断深化林下经济

合作发展模式， 并积极探索林下

产品品牌培育。 通过念好“山字

经”、做活“林文章 ”、打好“生态

牌”，丙麻乡成功

蹚

出了一条不与

粮争田、 不与林争地的助农增收

新路径， 实现了农林资源的优势

互补， 为当地群众开辟了一地双

收的美好前景。

目前， 该基地的前期工作正

在按计划顺利推进， 产业道路已

经开通，配套的水 、电 、管护房等

基础设施也即将开始建设。 基地

建成后， 不仅让林农直观感受到

林下经济的高效模式和经济效

益， 还将为全区林下中药材种植

提供可借鉴的经验模式。

据悉，隆阳区拥有丰富的林地

资源，总面积达到

477

万亩，农民人

均林地面积

9.3

亩。 其中，适宜发展

林下经济的面积达到

250

万亩，特

别是适合发展林下种植的面积超过

50

万亩，发展潜力巨大。 隆阳区将

在全区范围内发展

20

万亩林下种

植基地，并带动农户自主实施

10

万

亩， 将林下药材种植发展成为广大

山区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支柱产

业。

（杨建金 赵春良 李青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