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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旺镇班高庄村种植户张立娥（左）正在向有采购意向的单位代表贾

万庆（右）介绍板蓝根生长情况。 照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上党有好参

药香传千年

“我们是闻着中药材味长大的。 ”山西

省平顺县玉峡关镇黑虎村村民马的财说，从

他记事起，父辈就在种党参。 党参，因最早

产于上党而得名。 唐代， 上党郡更名为潞

州，所产党参又称为潞党参。 黑虎村是潞党

参原生境保护区，以盛产潞党参等中药材出

名。 全村近九成农户以潞党参为业，种植潞

党参

1000

余亩、仿野生党参

5000

余亩。

平顺县党参栽培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

期的《范子计然》有载：“人参出上党，状类

人形者善”。 自古深山出好药。 平顺县位于

太行山南段， 地势落差大、 光照时间长，小

气候多样，土壤富含微量元素，有“党参之

乡”的美称。 这里生产的潞党参“狮头凤尾

菊花芯”， 药用价值很高， 清朝的《本草从

新》记载“参须上党者佳”。

2023

年，长治党参栽培系统（平顺县、

壶关县）入选第七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名单；今年

1

月，又被列入第三批中国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要想“写好”

潞党参保护、传承、利用这篇文章，并非易

事。 近年来，当地不遗余力地挖掘其传统农

业价值，并拓展功能 、创新方式 ，以实现生

态保护、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协同迈进。

让农遗真正“热 ”起来，农民真正富起

来。 平顺县积极实施“中药材

+

”战略，坚持

以中药材为基础，以文旅为导向，把中药材

产业链条和文旅产业要素融合衔接，不断探

索“以药促旅、以旅兴药”实践，持续打造药

旅融合创新产品矩阵。 按照《长治市支持第

一产业高质量发展补贴政策》和《平顺县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奖补办法 （试

行）》， 当地将继续推进黑虎村潞党参新技

术对比试验示范展示基地、龙溪镇淙上村万

亩潞党参种植基地等中药材示范基地建设。

传承了千年的潞党参，依旧散发着文化

的魅力。黑虎村村民还在沿用祖辈流传下来

的手艺制作潞党参，一株好的潞党参要经过

3

遍以上手工搓捋和反复日晒、分拣，才可

加工成干货成品。 现在，这里打造了潞党参

专业小镇， 建成了潞党参展览馆和自然课

堂。人们可以在这里了解平顺县种植潞党参

的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 亲身体验潞党参

种、管、收全过程。

2024

年，全村接待旅行、

研学游客超

10

万人次。

从黑虎村出发， 往西

5

公里处是淙上

村。 淙上村自古以来就种植潞党参，近年以

平顺县建设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和上党中

药材专业镇为契机，在层层梯田中打造了万

亩潞党参种植基地。“我们的潞党参产业不

仅是种植业，还是旅游业。 ”淙上村党支部

书记李陈琳说。淙上村与黑虎村一起构建起

潞党参观光游、体验游 、公路游集群 ，两村

间有潞党参大道相连。沿潞党参大道一路行

走， 游客可以看层层梯田， 闻党参药香，观

潞党参转化为党参酒 、 党参茶 、 党参膏

的过程。

壶关县，潞党参另一原产地，所产紫团

参久负盛名。 紫团参产于壶关县紫团山一

带， 根条粗壮肥大， 肉质柔润， 香气浓，味

甜 。 隋唐时期， 壶关党参曾为皇室贡品 。

2024

年

4

月， 长治市中药材产业发展中心

在壶关县召开中药材技术推广及种植意向

座谈会。 会上，有中药材企业就“公司

+

合

作社” 潞党参定向育苗、 种植政策提出建

议，以推动潞党参产业发展。 正来制药代表

表示， 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大胆创新试

验，带动小微企业和药农发展。

长治党参种植系统主要分布在平顺、壶

关两县。 早在古时，先民便发现种植党参后

的土地草木不生。 后来，人们认识到轮作有

益于改善地力，于是逐渐探索出一套以轮作

技术为代表的传统党参种植技术与知识体

系。 长治党参种植文化系统包括选地整地、

育种育苗、生态种植等一整套完备的传统生

产知识体系，以土坡梯田和石堰梯田为特色

的自然景观，以及潞党参医药文化、潞商传

统和民风民俗等。 其中，核心保护要素是党

参种质资源、传统建园 、种植（传统轮作技

术为主）和加工技艺。

“村庄、梯田 、党参、水系”这些古老的

传承，共同构成的生态系统，是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体现。 长治党参栽培系统 （平顺

县、壶关县）所承载的农耕文化是一笔既要

保护好又要传承好、 利用好的宝贵财富。

（郭慧聪）

吉林安图：

做好品牌文章，孕育无限“参”机

一年之计在于春， 开局起势

见精神。 春节假期过后，位于安图

经济开发区的璟参堂有限公司便

开启“忙碌模式”，全力以赴赶订

单、忙生产、拓市场，为新一年发

展积蓄动能。

深耕细作，向“参”突破。走进

生产车间，机器轰鸣，自动化流水

线上， 空罐流转， 再依次经过加

料、传送、封口等工序，不一会儿，

一罐罐代用茶便被整齐码放，准

备入库。“我们是从正月初八开始

复工的， 工人们一直在加班儿加

点儿赶制订单。 ”璟参堂有限公司

总经理陈祥军表示。

好产品来自好原料。 据了解，

璟参堂有限公司被安图优良长白

山人参资源所吸引，于 2024 年落

户安图经济开发区，投资 5000 万

元，建设人参类产品固体饮料、灵

芝孢子粉、代用茶、汤料包等食品

生产线 4 条。 2024 年 8 月份正式

投产，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建设、

当年投产， 主要产品有野山参粉、

野山参颗粒、灵芝孢子粉及代用茶

等。“目前我们各类产品日产能达

到 4000 盒左右， 全年能达到 100

万盒左右，线上通过建立运营团队

进行销售， 线下产品主要销往广

州、大连，并出口东南亚等地。 ”璟

参堂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祥军表示。

安图县是中国人参之乡，全县

人参种植面积达到 700 公顷，各类

人参产品百余种。 近年来，安图县

主动融入全省人参产业发展战略，

坚持种植标准化、 产业现代化、产

品高端化发展方向，全力传承长白

山人参优良基因，积极推动人参一

二三产业融合，“长白山人参”的金

字招牌越擦越亮。

（据安图县委宣传部）

天津市静海区中旺镇

中草药种植 铺就乡村振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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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伊始， 天津市静海区中

旺镇处处涌动着发展的热潮。 乡

村特色产业前景广阔， 是促进共

同富裕、 推动乡村振兴的有效举

措。 中旺镇充分把握这一关键，立

足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良好的资源

禀赋，致力于做好“土特产”这篇

大文章， 通过试点探索中草药特

色种植，走出了一条“绿富美”的

特色发展之路。

“真没想到这片盐碱地能种

出‘小人参’，而且收成还这么好！

和往年种玉米相比， 每亩地能多

收入

1000

块钱呢，今年我得扩大

种植面积！ ”中旺镇班高庄村种植

户张立娥手里拿着一株刚从地里

采收的板蓝根，满脸喜悦地说。

中旺镇位于天津市东南部 ，

长期以来， 土地盐碱化问题严重

制约着当地农业的发展。 过去，农

户们主要种植玉米、小麦，每亩地

的收入不足

800

元， 这使得许多

青壮年对种地失去了兴趣， 纷纷

外出务工。

为了寻找一条新的发展路

径，中旺镇党委、政府开展了大量

的调研工作。 他们发现，虽然当地

土壤不适合种植传统农作物 ，但

却非常适宜板蓝根、 元参等耐盐

碱药材的生长，而且，京津冀市场

对道地药材的需求日益旺盛。 于

是， 中旺镇决定转变农业生产方

式，向土地要产出，向特色要效益。

在中旺镇党委 、 政府的引领

下，班高庄村率先尝试种植板蓝根

这一中草药。

“镇党委、 政府邀请了中草药

种植专家，对我们村的气候、土壤、

水利等条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

证， 并推广试种了

220

亩板蓝根。

有专家的专业指导，还有政府的大

力支持 ， 我坚信这件事一定能成

功。 ”班高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张桂龙介绍说。

在专家全程参与指导板蓝根的

播种、灌溉 、采收等生产环节的同

时，村里还建立了“药材商

+

村集

体

+

个人合作社

+

农户”的联动机

制。 具体来说，就是由村集体统一

流转土地，再由村民个人成立的种

植专业合作社承包，药材商则负责

提供种苗、进行管护以及收购等工

作。 这样一来，村民不仅能通过流

转土地获得租金，还能通过参与田

间 除 草 等 精 细 化 劳 动 获 得 相 应

报酬。

“每亩地有

700

元的土地流转

租金 ， 每天还有

120

元的务工收

入， 到了年底村委会还给村民分

红。 村里中药材，让咱村民的腰包

越来越鼓，心里踏实又满足。 ”班高

庄村村民王庆智开心地算起了账。

像这样受益的农户， 全村已经有

200

多户。新春佳节，他们的日子也

因为这小小的草药愈发红火。

安徽药材商刘朝杰说：“板蓝

根有着‘小人参’的美誉，营养价值

很高。 中旺镇班高庄村生态环境优

良， 土质也十分适宜板蓝根生长。

尽管这是首次尝试种植，可去年的

收成相当不错 ， 每亩产量超过了

400

公斤，而且每公斤能卖到

15

元

左右的好价钱 ， 市场前景十分广

阔！ ”

曾经的盐碱地如今变成了“聚

宝盆 ”，小小的“草根儿 ”也成了推

动农业发展的“香饽饽”。

“今年， 我们村计划进一步扩

大种植规模，准备种植

830

亩中草

药，其中包括白芷

240

亩、知母

50

亩、元参

170

亩、北沙参

105

亩、白

术

150

亩、丹参

115

亩，预计总投

入

426

万元！ 同时，我们也会积极

做好准备，建立稳定的长期销售渠

道。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让

这个绿色产业持续稳定发展，越来

越好，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做到！ ”新

的一年，张桂龙对村子的发展充满

期待。

同 样 在 盐 碱 地 上 种 出 特 色

“金疙瘩 ”的 ，还有蒲苋本草中药

材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的 负 责 人 李

树政 。

他介绍说：“蒲公英具有‘药食

同源’的特点 ，种植蒲公英能带来

更高的经济效益。 今年，蒲公英的

亩产预计能达到

250

公斤，每亩收

益将超过

3

万元。 ”合作社配备了

20

个标准化冷棚， 从育苗到加工，

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生产线，把盐碱

地里产出的“金疙瘩”变成了“小药

方”。 春潮涌动，合作社里也是一片

忙碌景象 ，为新一年的丰收做着

准备。

“未来， 中旺镇将在加强技术

指导 、推进中药材深加工 、拓展销

售渠道等方面加大力度，全力推动

中草药种植向规模化、 精细化、产

业化方向发展。 同时，我们还将积

极探索‘中草药’文旅产业模式，打

造集种植、加工、观光、体验为一体

的中草药特色小镇，真正实现以药

兴产、以药促收、以药富民。 ”中旺

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刘俊章信心满

满地说。

（杜洋洋 王丹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