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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太行山和华北平原断裂带上的山西长治平顺县是典型的石灰岩干石山区，海拔高，小气候多样，孕育了特有的动植
物类中药材。平顺县立足传统中药材，规划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推动中药材产业现代化发展，形成
了集科技支撑、科学种植、规模仓储、多元加工、品牌营销于一体的产业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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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河南商水巴村镇：金银花示范园助农增收
近年来，河南省商水县巴村镇面对市场需求，建起金银花产业示范园，目前已种植金银花

2000多亩，有效带动了农民增收。图为近日，该镇胡集村村民在示范园采摘金银花。
乔连军 摄

日前，笔者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政
府获悉，“十四五”期间，该区将重点打造
木兰大道美丽乡村精致农业示范带、火塔
线休闲采摘农业示范带、祁泡线西部庄园
经济发展带三个示范带，以丰富乡村产业
业态、拓宽农民就业空间、增加农民致富
渠道为抓手，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其中木兰大道美丽乡村精致农业示
范带，旨在依托木兰大道示范带和全域
旅游区主轴线区位优势，发展规模化农
业种植、现代都市农业观光园、田园综合
体、康养中心、精品民宿等产业。位于该
示范带的木兰里农业创业产业园，占地
1200亩，是黄陂区重点打造的“双创+农
业”农业产业园。产业园以股权投资加
提供资金支持的方式，已引入武汉大学
毕业生创业团队“珞家”餐厅，落地建设

食材基地。
火塔线休闲采摘农业示范带旨在依

托木兰草原、木兰水镇、玫瑰园、野村谷
等A级景区区位优势，发展规模化水果
种植、采摘、现代水产养殖、特色农家乐
等产业。位于该示范带的王家河街中咀
村，已建成1500亩综合种养基地，种植有
百香果、葡萄、桃子等经济作物，还喂养
了一万多只鹅和6000多只鸡。

祁泡线西部庄园经济发展带由农业
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组
成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开发优质、精致、
有机、绿色农产品。祁家湾刘小丫家庭
农场主要种植火龙果，种植面积由最初
的 50亩，已扩张至现在的 80亩，另外还
种植了水稻和果冻橙、桑葚、桃子等农作
物，实现一年三季有果。 贾艳

湖北武汉黄陂区

“三大农业示范带”引领乡村振兴

近年来，山东省青岛莱西市水集街
道通过党建引领，探索乡村振兴之路，投
资近 5000 万元在产芝新村建起占地
1200亩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大力发展高
效农业，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 600 多万
元，带动农民增收3000多万元。

据介绍，园区建设按照“街道党工
委+平台公司+新村党委+合作社+龙头
企业+科研院校+农户”模式，引入社会
资金，健全了集组培、育苗、种植、冷链于
一体的葡萄全产业链。同时加快农旅融
合发展步伐，把农耕文化、美丽田园、生
态农业、古朴村落等特色资源与周末休
闲、亲子体验、研学旅行等市场需求相结

合，推动产业从单一的高效农业向休闲
农业、田园采摘、民俗旅游全业态转变。

在土地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新村党
委不断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以
农户为基础，以产业为依托，成立农业合
作社。村民凭资金、土地、技术等入股，
实现了资源资产化、资金变股金、农民变
股东。合作社聘请农技人员“保姆式”服
务培训，实行“统售统销”和“兜底式”销
售。通过合作社的专业化运作，产业园
大棚每棚可获利 8万-10万元。村民在
享受亩均 800 元土地流转收益的同时，
还可以自愿承包大棚经营或者到农村合
作社务工。 孙鹏

山东莱西水集街道

农业产业园探索增收路

近日，笔者从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
相关部门了解到，“十四五”期间，衡阳县
坚持以产业振兴为首要任务，大力发展
现代农业，力争到 2026年创建农业特色
产业示范园 50个以上，引领衡阳县成为
粤港澳大湾区的“米袋子”“菜篮子”“果
园子”。

特色产业示范园区建设坚持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藏粮于民，持续做好粮食
扩面提质稳产，确保稳住“三农”基本盘，
并大力推进“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扎实
做好粮、猪、油、菜四篇文章，大力发展油
茶、茶叶、乌莲、油菜、优质稻、长永甲鱼、
寺门前土猪、贞福脆柚等特色产业，高起
点建设 120万亩优质稻、100万亩优质油
料（含油茶、油菜）、150万头商品猪等优
势特色产业基地。

其次，夯实农业基础，加强种子库建
设，抓好星阳新品种示范基地建设，提高
良种化水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防止
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开展耕地质量监
测评价，推进耕地质量保护和地力提升，
突出抓好土壤改良、测土配方施肥和重
金属污染修复治理，提升产出能力和产
品品质。

同时，衡阳县还将在园区建设中完
善供给体系，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蔬菜生
产基地认证，推动农产品全面对接粤港
澳大湾区、走向国内外市场。建设樟板
新区农副产品冷链物流基地和农副产品
批发市场，重点发展 10家左右大型冷链
物流配送企业，加快打造冷链物流集散
中心。统筹建设产地预冷、分拣包装、仓
储保鲜等设施。 唐春晖

湖南衡阳

拟创建50个农业特色产业示范园

近年来，甘肃省平凉市崇信县锦屏
镇东庄村，充分利用汭河川区水资源丰
富、昼夜温差大以及国家农产品地理标
志认证成果的优势，采用大田、日光温室
和钢架大棚相结合的方式，建成汭河川
区现代循环农业示范园区。

据了解，为了更好地发展产业，示范
园区引用滴水灌溉、测土配方施肥、病虫
无害化防治等先进技术，种植普罗旺斯
西红柿、圣女果、水果黄瓜共 7 棚，露天
种植万寿菊、油葵、圆茄等作物近 300
亩。同时应用净菜分拣、真空包装等技
术，引领全县蔬菜产业走上了精品高端
化的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子。

园区经营按照“国有公司+合作
社+农户”运作模式，鼓励农户采取土
地、劳力、技术入股等方式参与基地建
设，由公司统一种植、管理、销售，实现
企业产业化运作与带动农民增收的双
赢模式。目前辐射带动周边村社 130多
名农民基地务工，人均年收入可达 2 万
元以上。

据介绍，园区今年引进新型农业生
产技术，以“无土栽培、农旅一体、现代高
效农业示范园区”为发展目标，加快产业
结构调整，走出了一条集品牌推广、示范
带动、产业扶贫、观光旅游、包装销售于
一体的产业发展新路子。 王燕芳

甘肃崇信东庄村

打造“农旅一体”农业示范园

贵州遵义汇川区

烤烟种植园区带动农户增收

今年以来，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以党建引领，在沙湾等7个乡镇发展烤烟种植园
区4万亩，带动全区1010户烟农户均实现收入13万余元。图为近日，烟农在对烤烟进
行管护。 梁露雯 摄

日前，笔者从四川省攀枝花市相关
部门了解到，该市自2019年全面启动现
代农业园区建设以来，坚持以工业思维
发展现代农业，高质量高标准建设农业
园区，已建成3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自启动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以来，攀
枝花立足本地农业小而精的实际，发挥
农业资源优势，把规模与效益、品质与
价值、供给与需求统一起来，围绕现代
农业“7+3”产业体系构建，按照“集聚建
园、融合强园、绿色兴园、创新活园”的
思路，推进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各项工
作，已成功创建省四星级园区1个，建成
省级培育园区 3个，实现了每个县（区）
都有园区，呈现出梯级提升、竞相发展
的良好态势。

全市园区建设坚持水、电、路、气、
通讯“五网”配套，园区内新建成高标准
农田25.4万亩，发展主导产业基地43.76
万亩，配套养殖场101个，建成全国面积

最大的晚熟芒果基地和四川面积最大
的冬春喜温设施蔬菜基地。园区建设
还吸引到 43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进
驻，带动培育农民合作社 202个。一批
新品种、新技术通过园区示范推广，有
效带动了村集体经济、县域优势特色产
业、乡村旅游等加快发展。

同时，农业园区建设强化生产、加
工、销售、物流等全产业链打造，建成初
加工设施3499个，冷链冷藏设施233座，
建成一批分拣分级、烘干冷链、仓储物
流设施，使产业链条更加完善。

下一步，该市将围绕粮、果、菜、畜、
花、桑、烟 7 大特色产业和现代农业种
业、现代农业装备业、现代农业物流业
三大支柱产业，打造集中连片产业发展
带，力争到2025年全市建成县级以上现
代农业园区50个以上，形成县级，市级，
省级到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梯次建
设格局。 徐湘东

四川攀枝花

建成3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 薛文华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常力强

近日，江苏省苏州市出台《苏州市现
代农业园区转型升级实施意见》，提出

“十四五”期间，以市级以上农业园区为载
体，完成 10 家以上、并力争 15 家现代农业
园区转型升级工作，建成现代农业转型升
级示范园区，做大做强示范园区优势产
业，塑造培育一批全国有影响力的品牌农
产品，形成集聚效应，促进企业集聚、产业
集群，带动产业兴旺、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实现城乡共同富裕。

《意见》提出，示范园区要“三高一美”建
设全覆盖，规模不小于 6000亩，做到高标准
农田、高标准蔬菜基地、高标准池塘应建尽

建，覆盖率达 100%。鼓励有条件的示范园
区配套农牧结合、生态循环的美丽生态牧
场，为发展现代农业、规模种养、机械化作业
提供有利条件，杜绝弃耕撂荒现象，用足用
好每一块土地。

主导产业优化突出，围绕1-2个主导产
业重点打造，优化布局，错位发展，做大做强
特色产业品牌。示范园区主导产业农产品
应为绿色食品，经三年建设至少一个主导产
业农产品成为有机食品或地理标志、省级以
上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等产品。

优质企业高度集聚，以特色产品培育主
导产业，吸引与主导产业相关的上下游企业
入驻，优先吸引与主导产业相关的各级农业
龙头企业进驻，带动相关配套企业共同发
展。并做好主导产业的产业链相关企业孵

化和培育，形成产业集群，带动示范园区农
产品规模种养和加工销售。

科技示范引领，应代表产业先进的科技
水平，即各类农业高新技术和循环绿色农业
在示范园区得以发挥。示范园区或园区经
营主体应与各类高校、科研单位共同在种苗
培育、新产品研发、新技术开发、示范推广等
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成为科研单位、高校等
高新技术、新品种的孵化地和农业创新创业
人才培养地。

智慧农业应用广泛，利用物联网、大数
据、AI 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将生产管
理、产品推广、观光旅游以及产品溯源等融
为一体，构建公共服务管理体系，做到农业
生产可远程监控设置、农产品订单可线上对
接销售、农产品质量可全程追溯管控。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要围绕特色主导
产业，集聚资源要素，优化配套升级，延长
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不断拓
展农业多功能性，体现乡村多元价值，大力
发展创意农业、休闲观光、农业文化、农耕
体验等新业态，满足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和消费扩容升级的需求，推动做优
一产、做强二产、做深三产，达到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的目的。

带动农户效应明显，引导园内企业、合
作社等与农户形成利益联结链条，让农户分
享农业全产业链带来的增值收益。同时，示
范园区应将新品种、新技术转化成果优先辐
射带动周边农户，定期开展新农民培训，让
其掌握农业最新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促进农民增收。

苏州：建设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示范园区

园区长镜头

□□韩杰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吴晋斌

高踞太行山南部，位于晋冀豫三省交
界，平均海拔1100米。独特的地理环境，
造就了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丰富的农业
自然资源，全县拥有各类动植物中药材
300多种，其中大宗中药材67种，连翘、潞
党参等道地中药材10多种，堪称“天然中
药材宝库”，是“潞党参正宗原产地”。

近年来，平顺县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创建中，立足当地潞党参、连翘等道地
药材资源禀赋，围绕产品、品牌、营销、联
农益农机制等节点科学攻关，高标准、高
起点建设了全国中药材现代农业建设样
板区、全国道地中药材生产基地、全国药
食同源功能产品创新基地和全国中医药
康养基地，为县域产业振兴乃至乡村振兴
提供了强力支撑。

从种植到加工形成全方位
科技支撑

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 64.18万亩，总
产量约1.05万吨，中药材产业一二三产业
综合产值达25亿元。2017年平顺中药材
产业扶贫入选全国产业扶贫十大范例。

自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以来，平
顺县政府与山西中医药大学签订了校地合
作协议，成立生态农业博士工作站，从山西
医科大学特聘首席技术、战略、产业顾问，
建立了振东集团、正来制药连翘和潞党参
研发基地，开展种子、种苗、中药材专用肥、
药食同源产品研发推广。同时与山西省医
药与生命科学院研究所共同制定了党参组
培苗生产技术规程山西标准。由此，产业
园的科技支撑体系建立并逐步完善。

该县青羊镇车厢沟的中药材多品种
试验示范基地按照“名贵、道地”标准，广
泛选育推广适合平顺县各类地理条件的
道地药材品种，共选育中药材品种73个，
正在开展潞党参品种提纯和工厂化育苗
研究，良种覆盖率达95%。

2020 年，产业园完成了党参专用生
物肥料、连翘野生关键技术、道地青翘炮
制加工技术等系列科研成果10个。“平顺
县潞党参产业化开发项目”先后列入山西
省“星火计划”“重点科技攻关计划”，研制
青翘杀青干燥一体机获得国家专利。

同时，产业园紧紧抓住山西药茶产业
发展的有利时机，开发出了连翘叶茶、党
参茶、桑叶茶、五宝茶等药茶产品，以及潞
党参口服液、复方灵芝健脑胶囊、党参脯
等初深加工产品5类26种，为中药材深加
工蹚出了一条新路子。

营销体系确保中药材“种
得出，卖得快”

“正在建设的全国唯一的潞党参原生
境保护区，将使潞党参野生资源得到进一
步保护，以确保药材的道地性，为品牌建设
提供核心支撑。”平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刘
忠虎介绍说，“目前我们已全面优化完成了
产业园‘一核两镇四区’空间布局。”“一核”
是以县城为中心，规划建设以精深加工、创
新创业、电商物流、营销展示为主的核心
区；“两镇”是在产业园南北两翼，分别布局
一个以药旅融合和中医药康养为主题的特
色小镇；“四区”是原产地保护区、仿野生种
植区、标准化种植区和药旅融合区。

在产业园区布局的优化下，平顺县围
绕“平顺潞党参”“平顺连翘”两个国家地
理标志农产品的保护和发展，鼓励企业、
合作社等注册中药材各类产品商标30余
个，并建成“1 部+10 站+50 个联系点”的
县乡村三级中药材购销体系。即在县城
建立了以振东集团为主的1个收购部，在

重点乡镇设立 10 个收购站，在重点村设
立 50 个收购点，确保农户中药材“种得
出，卖得快”。

同时，以电子商务为纽带，在全县培育
孵化发展电商企业15家，网商、微商400余
家，形成了“线上线下”“内引外联”的中药
材产品营销体系，并在仓储环节建设了全
国四大仓储基地之一的振东仓储基地，确
保农户种植中药材“应收尽收”，让平顺中
药材通过互联网深度融入全国市场。

“通过研究中药材育苗、种植等技术，
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打造了自己的品牌，
并在网络平台进行直播，逐渐得到消费者
的认可。”青羊镇老马岭村君品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军平说，公司通过开辟
销售渠道已带动500多户农户增收致富。

据介绍，平顺县还大力实施农产品走
出去战略，加大营销力度，先后在多个电
视栏目宣传推荐平顺潞党参，并邀请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走村直播看脱贫》走进东
坡村宣传平顺中药材产业。

多个联农机制带动3.5万
名农民增收

“我家流转给了振东集团 2亩地，每
亩地年租金收入750元共1500元；每年从
春耕、锄草再到秋收，有 4-5个月在药田
里打工，每月收入 2000多元；家里还有 2

亩地种了柴胡，年收入8000多元，这里外
一算日子一下子就宽裕了不少。”在产业
园中药材多品种试验示范基地务工的王
爱玲算起增收账时笑着说。

“自从我们村打造成特色康养小镇后，
我就把易地扶贫搬迁小区的房子发展成一
层自住、二层‘农家乐’，月月拿租金，保底
收入3000多元。”虹梯关乡芦芽村是振东
芦芽特色康养小镇，60多岁的村民冯松堂
吃上了乡村旅游饭，日子越过越有心劲儿。

据了解，创建产业园以来，平顺县出台
了《扶贫产业奖补和扶贫扶志激励办法》，
开设了中药材种植保险，全力保障全县中
药材产业健康发展。在实践中探索出粮药
间作、退耕还林种植、通道绿化种植、荒山
造林间种、人工撒播野生种植等5种种植
模式，形成了“山、坡、田、林、路”立体化种
植格局，大力推行“土地流转、劳务雇佣”

“资产收益、按股分红”等带农增收机制。
该县探索建立了“政府+企业+合作

社+农户”“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等
利益联结模式，帮助小农户、贫困户在家
门口就业，在各个环节受益，实现了中药
材资源变资产、农民变股民、资金变股金，
直接带动 3.5 万余名农村人口人均增收
4300元。

坐落在县域东南山区的佛堂岭村，
素有种植党参的传统。在产业园创建
中，该村协调企业流转 40 多亩地建成党
参种质资源圃，对村民开展党参标准化
种植技术培训。同时，采用村企合作发
展模式，鼓励扶持农户参与中药材种植，
全村党参种植面积达 300 亩，成为村民
增收的主要支柱。

据介绍，园区通过引进龙头企业，不断
创新联农益农体制机制，采取保价收购、就
地务工等方式，进一步拓宽小农户衔接县
域主导产业渠道。目前，产业园区内中药
材种植加工销售企业有14家，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276个，农户加入合作社比例达到
39%，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万余元。

由此，在创新驱动下，随着科技支撑
体系、品牌营销体系和联农益农机制的建
设，平顺现代农业产业园正以“中药材+”
的方式绘就农业高质量发展新画卷，向着
建成太行山地区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提质
增效、绿色发展的样板区目标迈进。

传统中药材 产业新支柱
——山西省平顺县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观察

产业园公司工作人员在分拣连翘叶。 王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