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孙 俨

□ 胡朝霞

“看到漫山遍野的中草药，你会觉

得孤单吗？”

记者在位于湖北通城县的湖北省

瑶乡御草药业有限公司种植基地采访

时，问及长期扎根荒无人烟的山野会

不会感到孤单寂寞，该公司总经理李

友利充满激情地反问。

种植中草药，其生长周期都比较

长，稍微名贵点的品种都是3年~5年

一个采收期，有些药材生长周期更长，

如白芨需要3年、七叶一枝花（又名重

楼）需要5年才能采收，黄柏要10年以

上生长才具有良好药效。这就需要种

植户具有超强的耐心去培育、等待，种

植企业还要有经济实力，否则熬不住。

“中医药产业是上接天线、下接地

气的朝阳产业。”通城县中医药产业办

主任黄首秋介绍说，“近年来，国务院、

湖北省政府、咸宁市政府相继出台发

展中医药产业的文件、政策，鼓励地方

发展中医药产业。通城县无论是气

候、水分、阳光、纬度等都非常适合中

草药生长，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辖

区盛产的号称‘妇女之宝’的金刚藤，

被湖北省确定为‘一县一品’发展战

略种植品种。通城县委、县政府因地

制宜，举全县之力大力发展中医药产

业，引进社会力量，规模化、集约化种

植中草药，并将产业链向精、深、高端

延伸。”

发挥资源优势
科学制定“中药振兴”战略

通城县中草药资源丰富，蕴藏量

非常大，天然野生中草药品种达166

科、1313种，占全省药用植物总数的

46.59%，总蕴藏量达 1000 多万公

斤。盛产黄精、白芨、七叶一枝花、金

刚藤等名贵中药材，境内的药姑山更

是被誉为“江南天然药库”。早在上世

纪80年代~90年代，该县中药材公司

每年就从民间收购中药材1000多吨，

1993年被评为“全国中药材生产收购

先进集体”。

通城县委、县政府紧抓国家大力

发展中医药产业、建设健康中国的重

大机遇，在第十四次党代会上明确提

出“绿色崛起、中药振兴、万众创新、城

乡融合”战略目标，举全县之力坚持药

材、药品、药市、药膳、药养“五药”并

举，着力打造集中药材种植养殖、中药

制造、中药贸易流通、中医药技术研

发、中医药文化传播和中医药健康旅

游于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中

医药全产业链条。

为推动中医药产业快速健康发

展，通城县委、县政府先后制定出台

《湖北药姑山（通城）中医药健康产业

发展规划（2017-2026）》《关于大力推

进中医药产业发展的意见》《湖北药姑

山中医药健康科技产业园总体规划》

等一系列中医药发展产业政策、规划，

县政府多次召开常务会议制定、落实

相关奖惩机制，为中医药产业服务于

通城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与此同时，该县成立了由县主要

领导任组长、26个相关部门为成员单

位的中医药产业发展领导小组，设立

了专职的中医药产业发展办公室，县

财政每年拿出2000万元用于中医药

产业专项工作经费，保障全县中医药

产业发展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湖北省发改委、林业、交通、扶贫

等部门也大力支持通城中医药产业，

给项目、给资金、给政策，一系列措施

为中医药产业发展注入“强心剂”，通

城县中医药产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

中药材种植基地每年以2万亩的速度

快速推进，形成基地规模化、生产标准

化、管理集约化、销售品牌化、经营产

业化、产品多样化“六化”种植模式。

截至目前，该县已初步形成以

“隽六味”（黄精、七叶一枝花、白芨、白

术、金刚藤、钩藤）种植为主的格局。

截至2018年8月底，全县中药材种植

面积达101,145.28亩。

依托“三乡工程”
中医药产业助力脱贫致富

通城县高标准建设湖北药姑山中

医药健康科技产业园，截至目前，该县

拥有国家级中药产业化生产基地

1 个、中成药和中药保健品工业企业

8家，年产值超过7亿元。福人药业的

金刚藤胶囊、益心颗粒、健脾糖浆等

30多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医专

用药品获国家生产批文并大量投产；

华信制药已建成中药生产、保健食品

加工、医疗器械生产三大生产基地；金

诺药业已建成华中地区最大的膏药生

产基地；泽中药业与中远物流建立战

略合作，拥有仓储面积1.5万多平方

米，货运容量达5万吨。

通城县通过“三乡工程”，吸引能

人回乡、市民下乡、企业兴乡，大力发

展中医药产业。一批专家级能人回

归，为通城中医药产业注入活力，具有

代表性的企业有瑶乡御草药业有限公

司、润康药姑山中药有限公司、丽明农

业有限公司、裕丰生态农业专业合作

社、艾舒宝生活用品公司等。这些中

医药企业根据自身优势，发展各有侧

重，有的流转土地自己种植、聘用贫

困村民长期务工，有的组成专业合作

社或与村民签约订单式种植收购，带

领乡亲们共同致富，谱写了一曲曲带

头富、带领富、脱贫攻坚奔小康的和谐

赞歌。

润康药姑山中药有限公司是一家

集中药产、学、研和中药文化传播于一

体的民营企业，投资2.4亿元建设了中

药饮片、制剂、提取车间、中药材库、

GSP仓库、动力中心、中药材晒场、研

发质检楼等专业生产线、研发中心和

仓储物流中心。公司投产后年产

8500吨中药饮片、1500吨中药配方

颗粒，年销售额可达5亿元，并与湖北

中医药大学建立校企产研战略合作。

润康药姑山中药有限公司响应县

委、县政府“百企帮百村”号召，对口帮

扶虎岩村产业扶贫。虎岩村有2000

多人，其中建档贫困户26户 49人。

为了保证精准扶贫不落一人，公司派

专家指导村民种植中药材并统一提供

种苗，签订定向收购协议，收购价格保

证在同期中药材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增

加1元/公斤，提高村民种植积极性。

该公司在隽水镇流转土地种植中药

材，目前种植黄精100亩，聘请当地贫

困村民务工，提供稳定收入，使其生活

有保障。

艾舒宝生活用品公司于2016年

11月立项，落户通城经济开发区坪山

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园，占地面积50

亩，总建筑面积36,569平方米，总投资

1.2亿元，2017年2月启动建设，2018

年10月建成投产。截至目前，该公司

安排就业工人100余人，实现销售收

入 3000 多万元。公司总经理黎慧

利用通城县推进扶贫车间项目建设契

机，与五里镇政府合作，在尖山村建设

扶贫车间，吸纳20多户贫困户就业；

并成立瑶乡艾叶专业合作社，采取“公

司+合作社+基地+贫困户”模式，实行

产业扶贫，引导当地贫苦户种植艾叶，

种植面积达到1万亩，帮助贫困户拓

宽增收门路，实现在家门口就业致富。

丽明农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成

立，注册资金1100万元，主要经营油

茶、中药材种植与加工销售。公司流

转土地 3000 多亩，油茶种植面积

1000亩，旱地中药材面积500亩，林

地套种中药材面积2000亩，主要种植

品种有黄精、白芨、金银花、七叶一枝

花、黑老虎、玄参、瓜蒌、白术、白芷、八

角莲和铁皮石斛等。2018年，通过提

供种苗、技术、资金以及产品回收，共

建玄参、白术、白芷基地500亩，带动

当地村民征收40万元，有45户贫困

户在公司务工就业，实现户均增收

3000元以上。

瑶乡御草药业有限公司创办于

2017年初，注册资金1188万元，是一

家集中药材育苗技术研发、种苗培育、

林下种植于一体的现代新型农业产业

化高新企业。公司计划投资1.5亿元，

用5年时间建成万亩林下种植中药材

示范基地，打造湖北省林下种植中药

材样板。公司总经理李友利说，从基

地建成之日起，他每天早早来到种苗

培育基地，看着大棚里长势喜人的白

芨和组培室培育的各种中草药种苗，

呼吸着山野带有青草味道的空气，感

觉特别充实。

截至目前，瑶乡御草药业有限公

司流转土地6500亩，投资5000万元，

建成高科技种苗组培室1个、驯化室

和直播室各1个，林下种植中药材基

地2000余亩。公司常年安排贫困户

就业35人，年发放固定工和临时工劳

务工资500多万元，带动当地建档立

卡贫困户120人稳定脱贫。2019年，

公司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授予“全国

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称号。

裕丰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于

2015年成立，董事长何敏之前是通城

县电影公司美工，那时的他，白白净净

长发飘逸，颇具艺术家气质，后下海经

商。2016年3月，何敏怀揣做生意赚

来的近千万元人民币到金山村种药

材，自种中药材1000多亩，与村民组

成的合作社种植1000亩。3年下来，

何敏晒得黝黑，乍一看以为是非洲人，

“艺术范儿”不见踪影。他们种植的中

草药要猫腰钻进山林才能看得见，林

地上星星点点的全是药苗，长势喜人。

据何敏介绍，之前一直与湖北省

农科院中药研究所合作，一次偶然的

机会，有缘遇到了湖北省中医药首席

专家、湖北中医药大学教授刘大会。

刘教授听说何敏抛开赚钱的汽配生意

不做，带领一帮农民干起了中药材种

植合作社，非常欣赏何敏的开拓精神，

自告奋勇担当裕丰生态农业合作社的

技术顾问，无偿提供技术支持。

在合作社里，记者看到了真正的

科学种植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效益。

合作社有加盟贫困户25户70多人，

有的自己还种植几亩药材，有的在合

作社务工，合作社提供务工报酬，保障

其生活来源。目前，主要种植三七、黄

柏、天麻、七叶一枝花、黄精、吴茱萸、

玉竹、贝母八个品种。刘大会指导社

员们进行立体种植，黄柏下面套种草

本药材，如贝母，属于一年期草本药

材，当年就可以收益，亩产值1万多

元；吴茱萸下面也套种其他草本药材，

避免种植初期只投入无收入，影响生

活质量。

“天麻经济价值比较高，亩产量

1万斤，产值可达20万元。种植天麻

技术含量非常高，海拔600米左右的

地方最适合种植，对土壤、水分、温度

等都有严格要求。”陪同记者采访的通

城县中医药产业办副主任李风云说。

在合作社种植基地，何敏带记者一行

钻入房后的一处天麻种植池，用手在

松软的沙土中挖出两块天麻，每块足

有3两以上，去年种下的，到今年9月

份就可以采收，大的重达8两，药效、

经济价值都非常高。

何敏将这两块天麻的嫩芽头掰下

来埋入土中让其继续生长，两块成品

天麻让我们拿去尝尝鲜，中午让农庄

加工，做出一碗营养丰富的天麻瘦肉

鲜汤。

延伸产业链及平台
构建多维立体营销网络

营销是产业发展的生命线。通城

县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积累沉淀，有

近3万人的药品销售队伍，营销网络

遍布全国30多个省市区所有地级以

上城市，代理药品达100多类、几千个

品种。

如何让通城医药营销队伍发挥出

最大潜能？2017年1月20日，该县组

建了“通城县中医药行业协会”，给

3 万名药商“安家”；同时与湖北保鹤

堂医药有限公司合作搭建总部平台，

医药总部经济由此启航，已在武汉、北

京、广西、内蒙古、辽宁、山西、河北等

地成立分会。完成个人独资企业注册

1396家，有近10个品种在中药材天

地网进行交易，有近千个品种在医药

总部销售，医药总部经济销售额达21

亿多元，创税收近1.6亿元。

同时，该县由药姑山自然保护区

管委会牵头，联合县中药材种植企业、

合作社等成立“通城县中药材行业协

会”，以集体的力量创建品牌。截至目

前，中药材协会已经完成申报注册“通

城钩藤”“通城黄精”等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和地理标志产品等工作。

规划总面积3.513平方公里的湖

北药姑山中医药健康科技产业园初具

规模，湖北福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湖

北庞大药业有限公司、湖北民联金福

健康养老投资有限公司等10多家医

药企业相继入园。截至2018年底，通

城县共发展中医药龙头企业9家、种

植专业合作社22家、家庭农场17家，

落实种植基地165个，带动近5万名

农民参与产业发展，中药材发展惠及

3127户贫困户，贫困户户均增收2869

元。全县10多家中医药生产企业、合

作社、农场主合作开发紫苏酱、紫苏膏、

黄精虫草酒、艾叶包（贴）等十多种产

品，年加工生产中药材产值近3亿元。

为了做强做大中医药产业，通城

县坚持科技创新，加快建设中医药研

发中心、药用植物育种与规范化种植

重点实验室等研发机构，积极与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及国内知名中医药企

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依托通城道地药

材资源，深入挖掘开发药食同源产品、

功能性食品等中药材衍生产品等，延

长中药材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提

升中医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

争力。

通城县先后与中科院药材研究

所、湖北省农科院、湖北中医药大学、

康美药业、山西振东制药以及湖南、湖

北、浙江、广东、四川五省数十家科研

院所和医药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这些合作伙伴

派出20多名中药材专家对应支持通

城县中医药产业发展。

药材飘香产业兴。当前，除了周

边省份的药材经销机构与通城交易中

药材外，湖北省104个县市种植的中

草药都直接运送到通城，因为这里全省

唯一一家没有改制的国营中药材公司

什么药材品种都收购，有多少要多少。

2018年5月，在第二届中国中药

资源大会上，通城作为唯一的县级政

府，作了典型经验发言；咸宁市中医药

发展现场会在通城县召开；湖北省农

业农村厅将通城定位为“湖北中药材

发展优势产业区”，每年给予500万元

奖励；通城“金刚藤”被省政府纳入“一

县一品”发展战略，每年给予700万元

奖励。

通城县抓住国家推动中医药全面

振兴发展的良好机遇，积极传承中医

药国粹，并将其转化为发展优势，形成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典范。“十三五”

期间，该县中医药产业产值将突破200

亿元，在湖北省被定位为“通城现象”。

（本文配图由孙俨提供）

药 姑 山 下 药 业 兴
湖北通城县大力发展中医药产业，引进社会力量，规模化、集约化种植中草药，

并将产业链向精、深、高端延伸，形成产业扶贫、产业脱贫的“通城现象”

湖北省瑶乡御草药业有限公司的大棚恒温白芨种植基地

通城县2018年中医药健康产业招商项目集中签约仪式现场

湖北省瑶乡御草药业有限公司的中草药种苗无菌培育车间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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