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国家对中药材产业扶持力度不断增强。与此同时，随着消费需求的增长，
仅依靠野生中药材资源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中医药产业有了广阔发展空间，也推动了上游中草药种植业发展。
近年来，多地把发展中药材产业作为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不断优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带动农民持续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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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特色产业

□□洪兰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帅杰

仲夏时节，豫南大地处处绿树成荫，
青翠欲滴。近日，走进河南省商城县长竹
园乡灌河源中药材专业合作社野菊花种
植基地内，连畦成片的野菊花枝粗叶茂，
长势喜人。村民们冒着炎炎烈日正在地
里清沟、除草。

“我们乡充分发挥村集体的带头作用
和村干部的模范作用，在全乡 16 个村发
展野菊花种植产业，种植面积达 6000 余
亩，并集中连片打造了 600余亩武畈村野
菊花种植基地，预计每亩收益 3000元，户
均增收 6000 余元。去年，我们还和三九
药业等知名企业签订了 1 万余亩的预收
购合同。”长竹园乡乡长董长城告诉记者。

在距离长竹园乡 70余公里外的上石
桥镇塘湾村艾草种植基地，同样是一番忙
碌的景象。伴随着收割机的阵阵轰鸣声，
片片绿油油的艾草随之倒下，处处弥漫着
艾草的清香。

“眼下正是头茬艾草收割的时候，种
一次收 5 年，一年能割 2~3 茬。今年春季
种的这批苗有 300来亩，预计每亩产量约
1000公斤。目前，我们村共种植艾草1172
亩，预估年产值近百万元，以前大伙口中
的野草变成了‘富民草’。”塘湾村党支部
书记赵永锋乐说。

近年来，上石桥镇坚持“因地制宜、集
中连片、规模开发”原则，利用集体“四荒”
地，在原有艾草种植基础上，统一规划、连
片发展，举全镇之力打造“艾草小镇”。

目前，全镇艾草种植面积已达到 1.8
万余亩，涉及农户 4 万余户，形成了完整
的产业链，包括种植、收割、初加工、深加
工以及销售等环节，现在小小艾草已成为
了大产业。

商城县地处北纬31度，南部气候过渡
带上，森林覆盖率达60.57%，昼夜温差大，
且雨水充沛，特别适合各类中药材生长，被
称为“豫南药乡”。适宜的生态环境成为商
城县发展中药材的最大底气，种植中药材

也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我们通过‘公司+合作社+基地+农

户’模式，采取订单农业、保底收购等措
施，委托村集体经济组织代收，确保了种
植户增收，合作社得到实惠，村集体经济
组织得到收益，公司得到稳定可靠的中药
材原材料，达到了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商城县特色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刘怀
峰说。

兴起一个产业，带动一方发展；做强
一个产业，带富一方群众。据介绍，2022
年以来，商城县围绕北部艾草、南部野菊
花的“一草一花”主导产业，优化产业布
局，配套产业设施，加大扶持力度，中药材
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为乡村振兴注入
了源源动力。

目前，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 7.8
万亩，其中艾草 4 万亩、野菊花 1.6 万亩、
黄芩 1.1万亩，天麻 100吨以上、茯苓 2000
吨以上，年产值约6.5亿元，并成功打造了
野菊花、艾草、黄芩、茯苓、青钱柳 5 个万

亩药材种植基地。桔梗、天麻、芍药、黄
精、紫苏、黄柏、金银花 7个标准化种植基
地，相继建成南阳国医艾草、扬子江黄芩、
大别山野菊花、皖西茯苓 4个中药材仓储
加工车间以及仓储面积达 2 万平方米的
中药材冷链仓储物流中心。

此外，该县还积极培育龙头企业，采
取“一对一”帮扶，使它们做强做大做精，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全
国知名药企在商城县发展中药材种植基
地，如华润三九、子江药业等；2022 年以
来，统筹整合涉农资金 3850万元，重点扶
持艾草、野菊花产业发展，并配套实施了
仓储加工设备奖补措施等。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保护与发展并
重，统筹发展布局，兼顾‘林+中草药’套
种模式，重点推进艾草、野菊花、黄芪、紫
苏等中药材品种规模化发展，并积极引
进大型药企开发新品种试种，着力打造
商城县中药材种植基地。”商城县县长鲁
新建表示。

河南商城县

种植中药材 拓宽致富路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鲁明

“我们种植金银花，一亩可栽 700株，
一株能产一斤花，亩均收入达 5000元，效
益最好的每亩能有 7000 元。”日前，在甘
肃省通渭县李家店乡姚川村金银花标准
化种植基地，站在通渭金银花采摘大赛的
赛场边，姚川村党支部书记姚高智对记者
说，如今，金银花成了促进村民增收致富

的主要来源，全村三分之一的耕地都种上
了金银花。

“目前，李家店乡共推广金银花种植
1.4万亩，种植区域涉及全乡12个村，基本
上实现了适宜区全覆盖。”李家店乡乡长
王枘枫介绍，近年来，李家店乡因地制宜
全链培育壮大金银花富民产业，通过“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和统一供苗、统
一培训、统一管理、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的

“五统一”经营模式，先后建成了“三大基
地”，采取“三分红”方式，带动群众走出了
一条产业增收致富路。

“金银花产业只是通渭县蓬勃发展
的中药材产业的典型代表。”定西市政协
副主席、通渭县委书记谢占武介绍，地处
甘肃中部的通渭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
区，温带半湿润干旱的气候环境和土壤
清洁、无污染的自然环境，孕育了品种繁

多的优质中药材。近年来，围绕定西打
造“中国药都”和“国家中医药产业发展
综合试验区核心区”的战略定位，通渭县
坚持把中药材产业作为促进乡村全面振
兴、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举旗产
业，强化政策引导，加大投入力度，布局
建设金银花、黄芪共同发展的中药材产
业园区，推动金银花、黄芪等中药材产业
转型升级。

甘肃通渭县

中药材产业让百姓收获“真金白银”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壹

近年来，云南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
900万亩以上，面积、产量连续多年为全国
第一。中药材作为云南省特色优势资源，
是发展资源经济、振兴园区经济、活跃口
岸经济的重要抓手。

作为中药材资源大省，云南在中药材加
工方面延伸中药材产业链条，提升中药材附
加值。2021年以来，云南省药监局抢抓国家
中药材产地趁鲜加工政策机遇，开展政策措
施研究和落地。2021年10月，云南印发《关
于开展中药材产地加工（趁鲜切制）试点工
作有关事宜的通知》。近三年来，云南按照

成熟一批发布一批的原则，发布了三七、重
楼等17个中药材产地趁鲜切制加工品种目
录。一批优势特色品种纳入产地趁鲜加工
试点工作，不断实现趁鲜加工品种扩面，满
足产业发展和市场供应需求。

2023年，云南的草果、八角、砂仁、三七、
滇重楼等18个中药材品种种植面积均超过

10万亩；农业产值过亿元的中药材品种有
31个，其中三七、滇重楼、砂仁、铁皮石斛、天
麻等14个品种的农业产值均超过10亿元。

目前，云南中药材种植广布全省 16
个州市，中药材产业在优化当地农业结
构、推动联农带农富农、助力乡村振兴等
方面作用显著。

云南

政策引领 推动中药材加工业发展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郝凌峰

“小果6元一斤，中果17元一斤，大果
每斤价格在20～30元之间，还有一些精品
果，通过网络平台能卖到60元一斤……”
仲夏的热浪为山东青岛市城阳区少山社
区的 3000余亩蜜杏染上胭脂红，也让这
个以杏闻名的山乡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
时节。走在少山社区的大街小巷里，举目
皆是一个挨一个的卖杏摊位。“今年杏树
花期没冻害影响、果子成熟期没有大雨，
产量翻了番不说，杏的甜度、果型也好，能
卖上价，是个‘双收’年！”青岛少山红杏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栾心波向记者介绍道。

地处崂山西麓的少山社区，光照充足、
气候温暖湿润、土壤疏松肥沃，已有600余
年的红杏栽培历史，独特的气候与土壤赋
予了少山红杏果大形美、皮薄肉厚、味美汁
多、酸甜可口的特点，并逐年形成了大麦
黄、少山红、关爷脸、少山二号、大扁杏等10
余个品种，先后获“地理标志农产品”“名特
优农产品”“上合峰会专供基地”等称号，并
于2022年成功入选山东省农业文化遗产
名录。在青岛当地，“吃杏去少山”早已成
了一个仲夏时节人们无需多言的默契。

近年来，为了打好这张“杏运”牌，当
地政府更是多方链接资源，让少山杏这
个特色产业持续做大做强。“通过红杏采
摘观光、打造‘夏小杏’IP、联合国内知名
艺术家创作少山杏专属包装等方式，不
断为少山杏这块兴农招牌增色添彩。”城
阳区夏庄街道乡村振兴办苟振华介绍
道。为了让少山杏走向更广阔的全国市
场，增强消费者收货满意度，当地还根据

少山红杏个大皮薄的特点，研发了拉伸
网膜，让红杏在寄递的过程中住上“单
间”。如今，少山红杏已成为聚人气创增
收的一张金名片。

为了方便“杏子下山”，少山社区还
积极搭载互联网平台，与多家电商平台
网红直播和多家物流快递合作，让少山
红杏电商销售从 2013 年开始的年销售
7000斤到如今年销售60万斤。

“2021年，合作社在各级部门的支持
下，启动了‘少山红杏’标准化生产基地

‘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对百
年以上的古杏树进行挂品牌保护，修建
了通往果园的路，还建设了 200 亩产业
示范园，实现红杏种植的标准化、产品特
色化和可追溯管理。”栾心波表示。

少山杏不光盈富着当地百姓的钱
袋子，更从青岛“远嫁”延安，讲述了一
段“以果兴农”的振兴故事。2017 年 4
月，城阳区少山社区党总支书记周宗贤
到延安参加红色教育学习时，看到梁家
河村漫山遍野的杏树，因为品种不好，果
子小，口感差，只能卖杏仁，几乎不能为
当地居民带来经济效益。经过一番考察
后，周宗贤与梁家河村委通力合作，开启
少山杏“远嫁”行动——由少山社区供
穗、并提供技术人员帮助嫁接，让梁家河
的三四千亩野杏树“变身”果大、肉厚，更
具经济价值的少山红杏“远嫁版”。“前年
梁家河还寄过一大箱杏给我们呢，大家
伙儿尝了，汁水多、味道好，果型也不小，
真不孬！”周宗贤介绍，少山红杏目前已
在陕甘宁等八个省区进行示范种植，成
为果树“联姻”谋致富的有益探索。

山东青岛市城阳区

聚焦优势资源 打好“杏运”牌

□□ 王东岭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维福

走进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
自治县姜家店乡，很多人都被这里错落有
致的农居，整洁清新的村貌吸引。在全省
乡村旅游重点村庙子沟村的 300 多亩金
莲花基地旁，三座太空舱管屋生态民宿更
是引人注目。

“每年游客们来到我们庙子沟村，都
会以这片花海为背景拍照，也算是我们村

的网红打卡点了！”村党支部书记冯常艳
介绍，申请把生态民宿建在这里，就是为
了能够带给游客白天置身花海、夜晚遥望
星空的奇妙体验。

2023 年，庙子沟村党支部吸纳 13 家
脱贫户、10 家普通农户，成立了北极村旅
游服务有限公司，以“党支部+旅游公司+
农户”的方式，整合盘活游客服务中心、旅
游停车场、馆屋等项目，将庙子沟村椽子
沟门组打造成民宿建设经营示范区，在发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带动群众增收

致富。同时，庙子沟村还与石家庄市塔元
庄村对接，达成“候鸟式”康养合作意向。
目前已吸纳 35 户村民参与民宿经营，全
村每天可接纳游客 120人，年可增加村集
体经济收入10万元，带动村民40人就业。

近年来，围场县大力发展农业休闲康
养，将康养理念融入和美乡村建设，推出
一批康养乡村、康养小镇、康养基地，打造
一批医养结合、旅居疗养、候鸟社区等康
养项目，发展“土特产”，走好农文旅体康
融合发展之路。同时，创新现代康养业

态，“医养+康养+旅养＋乐养”融合，建设
特色的生态康养园。

“我们的真正的优势在于‘医、养、康、
防、控’相结合。”颐景园医养中心院长傅均
友说，中心以承接京津高端养老服务需求
为目标，设内科、外科、儿科、康复科、影像
科等多个科室，充分满足了群众不断增长
的就医需求和养老需求，协同推进全县养
老示范带建设，真正做到“医、养、康、防、
控”五位一体，助力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持续提升，让“养老”变“享老”。

河北围场县

巧借生态美 打造康养旅游新业态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壹

近日，记者从江苏省乡村产业发展
工作交流会了解到，2023年以来，江苏省
农产品加工迈出新步伐，规模以上农产
品加工企业数量和营业收入位居全国前
列；农业全产业链建设取得新突破，获批
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 5 个、农业
产业强镇项目 79 个，“4+13+N”农业全
产业链体系加快构建；休闲农业展现新
面貌，“苏韵乡情”品牌引领休闲农业综
合收入稳定增长；主体培育显现新成效，
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达到 115 家，返乡
入乡创业人员累计 51万人；新兴产业取
得新进展，米淀粉、米蛋白、稻米油、白炭
黑、茶饮等产业应用场景不断涌现。

具体来看，江苏以农产品精深加工
为支点，以全产业链发展为主线，突出科
技创新引领，精耕深耕特定细分领域，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以“单项冠军”培育打

造农业新质生产力重要阵地。突出产业
深度转型，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
以农产品精深加工角逐未来产业。

突出链式深度融合，江苏抓好农产
品加工、龙头企业培育、休闲农业发展、
利益联结机制等重点，推进产业链创新
链融合发展、产加销纵向贯通，以农产
品加工业发展引领农村一二三产融
合。突出区域联动发展，推动构建科技
创新带、优质农产品生产区、农产品加
工集群“一带一区一集群”的发展格局，
以农产品加工集群建设形成乡村产业
振兴增长极。

未来，江苏省将大力发展农业新质
生产力，全力谱写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积极探索用地政策落实办法，吸
引工商资本和社会资本进入农产品加工
领域，发挥农村创业人才作用，切实强化
乡村产业发展政策要素保障。

江苏

立足乡村产业基础 锻造发展优势

贵州省惠水县近年来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促进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全
面盘清村级闲置土地、大棚、校舍等闲置资产，进一步整合可用资源，通过租赁、承包、改
造等方式，大力发展富民乡村产业，从而提高存量资产利用率。图为濛江街道光明村麒
麟西瓜种植基地的工人在采收西瓜。 龙斌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锐 摄

近年来，在山东枣庄市与重庆丰都县结成协作关系的背景下，丰都县引进了无刺
花椒品种，产量高、投产早，其病虫害防治投入可减少350~500元/亩，采摘成本可降低
约100元/亩，产生了更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调动了当地农民的种植积极性。图为近
日农技人员正在丰都县湛普镇春安村无刺花椒引种示范点采收和测产。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郭涛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庞博

微风拂过绿油油的稻田，秧苗随风起
舞，潺潺流水声与鸟叫声夹杂，慢行观光
栈道和乡村绿道在田园中延伸，川西林
盘、农家小院、小桥流水，描绘出一幅诗情
画意的田园画卷。

这是四川省大邑县沙渠街道祥龙社
区的稻乡渔歌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田园美
景，祥龙社区（原祥和村）被农业农村部评
为2020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1.5万亩的
土地，串联了大地田园，连接了沃野与聚
落，将一个传统村落蝶变为一个集现代农
业、文化旅游、美丽乡村于一体的田园综
合体，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这是田园间的浪漫‘乌托邦’，走进

这家咖啡店像是来到了土耳其，可以尽情
享受惬意时光。”“民宿设计很特别，我们
从成都市区特意来体验推开门就是稻田
的治愈生活，‘巴适’得很。”打开网络社交
媒体，夸赞推荐的帖子层出不穷。据介
绍，这是四川省商业投资集团积极落实四
川省委“天府粮仓”工作，与四川安正集团
联合在西南地区打造的乡村振兴示范工
程。游客在这里不仅能欣赏乡村田园风
光，品尝乡村走地鸡、稻田里的鱼，更能感
受到各种乡村新业态带来的闲适氛围。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发展乡村新业态
更是离不开农民。“为了让当地农户加入
乡村新业态中来，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四
川省分行的资金支持下，稻乡渔歌现代农
业产业园推进乡村合伙人多元人才孵化

项目，为乡村合伙人提供资源，鼓励村民
在产业园发展自己的乡村新事业，让农民
真正富起来。”稻乡渔歌产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总经理张万介绍。

大邑县沙渠街道村民王娟在稻乡渔
歌青农创业孵化中心的带动支持下，创办

“妈妈厨房”农家乐。“以往除了种自家的
几亩田，我们基本没其他收入，后来稻乡
渔歌的工作人员组织我们学习做家常菜，
现在每到节假日我们的生意都很不错。”
王娟说道。

据了解，为了培育当地农民孵化“乡
创品牌”，推进本土人才资源品牌化，稻乡
渔歌创办了乐农学院，引导各类乡村人才
参与创业创新，利用立体种养稻米、鱼、鸭
等农作物，推出网红餐厅绿翠小院、“妈妈

厨房”等生态餐饮品牌，形成产业链闭环。
像王娟一样依托稻乡渔歌产业园发

展自己农村品牌的创业者还有很多，通过
一二三产联动及创业孵化，吸引优秀人才
返（驻）乡达 220余人，先后实现创收 1500
余万元，当地村民从2019年前的人均年收
入不到 1.7 万元，到现在人均年收入 5～7
万元，当地农民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
当上了老板。

高品质的农业、农创、康养、主题民宿
等项目在这个农业产业园中找到了发展
空间，园区还采取“合作社+公司+职业经
理人”的模式进行规模化种植，以农民土
地流转租金 70%作为保底收入、30%作为
入股分红方式，实现农民收入结构多元
化，丰富了增收渠道。

四川大邑县

稻乡渔歌绘出田园新图景

乡村新业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