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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前，土生土长的甘肃陇西人鲜
守杰包里背着二三十斤党参，坐火车到广
州卖，成为最早的一批陇西中药材经销商。

“那时候跑一趟能挣200多元，在当时
已经是个大数目了。”如今的鲜守杰是陇西
县乃至西部中药材行业内小有名气的经销
商。2016 年，他在陇西收购了道地药材
3000吨，全部发往武汉健民、云南白药、太
极集团等国内大型药企。

从“背包客”到“供货商”，鲜守杰事业
上升曲线成为陇西中药材产业的发展缩
影。地处陇中腹地的定西市陇西县因土壤
气候适宜中药材种植，素有“千年药乡”美
誉，是全国“道地药材”的重要产区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陇西县中药材产业不断壮
大，如今已成为西北最大的中药材种植、仓
储、加工基地和交易、信息、价格形成中心。

数据显示，目前，陇西县有中药材经营
企业590多家，其中17家获得自营进出口
经营权证，本地营销人员达3万多人，常驻
外地客商 2000 多人。2016 年，陇西县中
医药产业实现产值220亿元。

“千年药乡”成标准化药源基地

陇西先后制定了黄芪、党参、甘草等
11 个标准化种子种苗繁育和栽培技术操
作规程，每年建立标准化种植基地15万亩

种了20多年中药材，陇西县柯寨镇柯
寨村的农民马岁平如今却要从头学起。“老
办法种黄芪，天气一旱，药苗成活率最多
60% 。 使 用 新 技 术 后 ，成 活 率 能 达 到
95%。”2013年，县农技中心推广地膜药材
种植技术，马岁平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
人”，当年中药材亩产量就从以前的300多
公斤增加到了800公斤。

尝到甜头的马岁平流转了200多亩土
地，全部种上了黄芪。“现在种药材可讲究
了，从选苗、管理、施肥都有技术规范，不能
乱来。”马岁平谈起标准化种植头头是道，

“连施肥都要采土化验，由农技中心的技术
员提供指导，我们就是‘照方抓药’”。

记者从陇西县中医药产业发展局了解
到，目前，全县已普查到中药材种植品种
310 种，种植的大宗品种有黄芪、党参、甘
草等 9 种，全县年种植面积稳定在 35 万
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21.1%，种植面积
居全国县区首位。为树立“有机、绿色、道
地”品牌，陇西县开展试验示范研究，先后
制定了黄芪、党参、甘草等11个标准化种
子种苗繁育和栽培技术操作规程，并通过
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评审，颁布为甘肃
省中药材地方标准。

同时，陇西县每年筹措专项扶持资金
400多万元，鼓励制药企业通过土地流转
和“公司+基地+农户”等方式建立标准化
药源基地，引导广大药农推广应用无公害
种植，每年建立标准化种植基地15万亩，
从源头上保证了中药材道地品质。2011
年，陇西县被工信部确定为“国家级中医药
原料生产供应保障基地”。

“陇西中药材产业能有今天的局面，与
群众长期坚持、自发种植有很大关系。”陇
西县中医药产业发展局局长王仲良介绍，
从以前农户零散种植七八万亩发展到目前
35万亩稳定种植面积，陇西中药材不仅实
现了规模化，也在逐步实现标准化，“政府
就是提供技术支持、品种选育推广”。

据了解，2016 年，陇西县中药材种植
贡献农民人均纯收入1646元，在人均总收
入中占比21.1%。

天然环境优势造就“天下药仓”

优越的自然条件，让陇西成为一个天
然的优质药材仓库。现有千吨以上仓储物
流企业34家、静态仓储能力70万吨

在全国中药材行业，说起西部药市，不
得不提陇西；说起陇西，无人不知首阳镇。

“这个市场里党参、黄芪的交易量，能
占全国的 80%。”记者走进首阳镇中药材
交易市场，只见摆放整齐的各种中药材摊
位前，南来北往的客商熙熙攘攘，询价验
货，好不热闹。市场副总经理牛军介绍说，
这个市场的中药材年交易量达20万吨以
上，年交易额达60亿元左右。

目前，陇西县千吨以上仓储物流企业
有34家，全县现有静态仓储能力70万吨，
年周转量达100万吨。年可集散各类中药
材600多个品种，年交易量100万吨，交易
额200多亿元，在全国市场上的占有份额
达到20%以上。其中，陇西道地药材只占
很少比重，大部分药材来自全国各地。

“干而不燥、凉而不湿的自然条件，让
陇西成为天然优质药材仓库。”王仲良介
绍，计划经济时代，陇西有一批企业建了大
量仓库，企业改制后，这些废弃的仓库反倒
变废为宝，稍加改造后就可以用来存放中
药材，“从目前看，陇西的中药材仓储仍然
是刚性需求，只要有仓库，马上就被存满。”

天然的环境优势，让陇西中药材形成
了“买全国、卖全国”的物流格局。目
前，全县有各类中药材交易市场 23 处，
建成惠森集团“药材盈”等中药材电子商
务交易平台 2 个、专业信息服务网站 13
个、电子商务应用企业26家、各类个体
网店 411 家、发展货运信息中介组织 58
家、运输专线30多条。

记者了解到，经甘肃省政府批复同意，
陇西县正在筹建甘肃中药材交易中心，已
完成中药材网上交易系统研发工作，正在
进行O2O体验展示中心主体施工。同时，
总投资15亿元的甘肃西部中药城现代仓
储物流及交易中心项目也在建设之中。

“项目全面建成后，全县中药材静态仓
储能力将达 100 万吨，年周转量将达 200
万吨，交易额达400亿元。”王仲良说。

全产业链发展打造“中国药都”

中医药加工基本实现了由初级切片向
饮片炮制、有效成分提取、成药制造、保健
品开发全产业链的拓展延伸

10年间，陇西一方制药有限公司产值
从 2007 年的 2800 万元发展到 2016 年的
8.5亿元，提高了30倍。

陇西一方制药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李
岑洁告诉记者，作为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陇西一方已成为广东一
方公司中药配方颗粒走向世界的源头与前
沿。“我们将在陇西建立党参、黄芪、丹
参等优势中药品种的GAP 基地，从药材
的标准化种植抓起，确保终端产品以符合
国际认可的质量标准走向终端客户。”李
岑洁说。

为破解中药材产业“富民不富县”的
局面，陇西县近年来不断推进中药材加工
精深化工程。从2008年开始，陇西县在
甘肃陇西经济开发区内规划建设了占地9
平方公里的中医药循环经济产业园，累计
投入资金近30亿元，先后引进入驻广东
一方、中天药业、奇正藏药等知名中医药
加工企业26家，其中12家加工企业已建
成投产。

目前，陇西全县已有较大规模的中药
材加工企业 52 家，其中省级龙头企业 10
家，新版GMP认证企业19家，成药制造企
业 3 家，有 65 个国药准字号产品，个体加
工户 3800 户，2016 年加工转化各类中药
材 15.24 万吨，中医药加工基本实现了由
初级切片向饮片炮制、有效成分提取、成药
制造、保健品开发全产业链的拓展延伸。

王仲良表示，下一步，陇西县将以打
造“中国药都”为目标，从种植标准化、
加工精深化、市场专业化、仓储规模化和
产品品牌化入手培育中医药全产业链，力
争将陇西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药源保障基
地、全国知名的中药材加工转化基地、现
期货交易基地、科技孵化基地和循环改造
示范基地。

甘肃陇西培育中医药全产业链——

“千年药乡”迈向“中国药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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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陇
西举办的甘肃省
中医药产业博览
会上，工作人员
向客商介绍当地
中 药 材 育 苗 情
况。

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日前，河北省邢台市临西县东倪庄对4
条村内主街道的两旁地面进行铺砖硬化，
并全部安装路灯。村民祝宗申说，两年多
时间，村里硬化街道、修建下水道、栽种绿
化苗木，铺设灌溉用电缆……件件实事都
办到了乡亲们的心坎儿上！

东倪庄村党支部书记祝宗霞说，近两
年多的时间里，集体经济收入用于改善村
居环境、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资金
达 50 多万元。祝宗霞介绍，原来，东倪庄
村集体年收入不过 2 万元，维持村“两委”
日常开支都吃力，村干部有心为群众办些
事，但受资金限制，往往力不从心。

后来，借助县里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
济的政策东风，东倪庄村对原来承包不合
理的 118 亩机动地公开竞标，重新进行发
包。每亩地的承包价从原来的200元提高
到现在的450元，村集体收入增加了3万多
元。同时，在县乡有关部门的帮扶下，村里

筹措资金 200 万元，利用废弃学校场地建
起了箱包加工企业。村集体不但因此增加
近30万元的年收入，还让70多名留守妇女
在家门口挣起了“外快”。

据悉，临西县在开展农村基层组织大
走访活动中发现，除了城区周边少数村集
体有收入外，其他大部分村集体都像东倪
庄村一样，收入很少，甚至没有收入。为了
改变村级党组织“有心干事，无钱办事”的
局面，提升基层党员干部服务公众的能力，
临西县由组织部门牵头，解决村级集体收
入空白村的问题，并取得显著成效。

临西县针对集体机动地发包不合理、
闲散荒地被侵占等问题，开展村集体资产
专项清理。对村庄麦场、路边沟、坑塘和闲
散弃地等进行摸排、确权，厘清归属。对清
理出的集体资产，各村党组织召开党员会、
村民代表会，审核确认结果，登记造册，县、
乡备案。同时，重新发包或对外承包确权后

的集体资产。据统计，仅今年以来，全县就
清理发包不合理机动地、闲散荒地2.75万
亩，坑塘2800多亩，沟渠200千米。经重新
发包确权后的集体资产增加集体收入300
多万元；村集体利用沟、河、渠旁土地植树
57万多株，预计年增收500万元。今年上半
年全县就消灭集体经济空白村43个。

在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的途径上，临
西县因村制宜，先后形成了“四旁”植树、合
作社提留、集体资产增值、服务项目增收、
创办股份制企业、建设农村集市、发展村办
企业等7种增收模式。在发展集体经济过
程中，对于缺少启动资金、技术服务，市场
开拓有困难的，县乡联合给予全方位支持。

西高尔庄村在田间道路、渠道两侧种
植杨树、柳树等2万余棵，与农户签订管护
分红合同，按“三七”分成，每年轮伐树木
4000 多棵，村集体收入 20 多万元。修枣
科村依托设施蔬菜优势，实行“党支部+合

作社+基地+农户”模式，为农户提供蔬菜
从种到收、再到销售的保姆式种植服务。
在助推农民增收的同时，每年村集体收取
技术指导、管理等费用12万元。东贺伍庄
村引进“万亩示范方”优质粮种基地，集体
统一为种植户购置种子、化肥等，村民亩均
增收200元，村集体服务收入2万多元。

截至目前，临西县有集体收入的村庄
达197个，占村庄总数的67%。其中，村集
体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有125个，年收
入30万元以上的有72个，共发展种养、农
副产品加工、观光休闲等村集体项目 280
多个，实现年产值3800多万元。

临西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村
集体有了稳定收入，发展了村级公益事业，
促进了群众共同致富。更为重要的是，此
举提高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战
斗力，大大提高了村“两委”干部在群众中
的威信。

最近，在河南省扶沟
县产业聚集区内的电子商
务运营中心，一楼商品展
示大厅内人头攒动、热闹
非凡。扶沟县天骄精密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琵琶、
玖鸿鞋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皮鞋、日神服饰有限公司
生产的羊毛衫、全家福搪
瓷有限公司生产的炒锅、
宝乐奶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酸奶……2000 余种产品
琳琅满目，许多顾客驻足
观看并体验产品的性能，
准备网上购买。

扶沟县商务局干部刘
俊峰说：“扶沟县是河南省
命名最早的电子商务进农
村示范县。去年 3 月以
来，扶沟县积极搭建农村
电子商务平台，大力培育
和壮大经营主体，着力推
进线上和线下建设，成效
显著。”

据了解，今年以来，该
县已投入财政资金 2000
多万元，有关企业自筹
4000多万元，打造了电子
商务发展的软硬环境。

由电商企业平台入驻
区、特色产品展示区、管理
服务区、大数据展示区、技
术处理和维护中心5大功
能区组成，建筑面积3500
平方米的该县电子商务公
共服务中心已于去年5月投入使用；去年7月，建
筑面积2万平方米的6栋仓库组成的仓储物流中
心正式运营。该县建成乡镇电商运营服务站 9
个，改造升级了350家村级服务点，为电商运营服
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们制定了详细周密的计划和措施，开设了
扫盲班、初级班、中级班、精英班，对政府部门有关
同志、企业负责人、农村专业合作社员工、社会创
业青年、进农村三级服务体系人员等开展免费培
训，目前已培训1.5万人次。同时，各电商企业也
对自己的员工进行了培训。”承担电子商务知识培
训的该县职教中心负责人田同占说。

该县还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对入驻该县
的电商企业，在场地、网络、交通、物流、人才、资
金、货源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

眼下，该县已与北京一人一亩田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深圳卖货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河南新
华书店发行集团“云书网”、河南广电集团“喜
买网”等30余家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喜
买网”“卖货郎”“绿谷”等16家电商企业已入
驻办公经营。

“卖货郎”电商企业是在扶沟县经营较好的一
家，驻扶沟县负责人说：“目前本县供应商入驻商
城平台的有35家，电商从业人员600余人，线上
每日交易量200单以上，单品种商品每日最高浏
览量500多人次，产品好评率70%以上。我们在
此地发展，非常有信心。”

为解决物流配送线上“最初一公里”和线下
“最后一公里”问题，该县依托万村千乡市场工程，
整合邮政、供销社、新华书店、“喜买网”、“卖货郎”
乡村货物等配送资源，使之规范、有序、科学运转。

该县曹里乡惠民种植专业合作社今秋种植了
1000亩优质黄瓜。“销售信息经一亩田网站发布
后，畅销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该合作社
理事长樊建国高兴地说。

“现在网上购物、售卖在扶沟县已成常态。”该
县商务局局长李清枫说。“扶沟无公害蔬菜、260
多种具有我县地域特色的名优特新产品，通过品
牌策划、提升工艺、包装设计、营销推广等，以统一
品牌打造了扶沟网络销售地标商品，不但俏销四
方，而且实现了产品的转型升级。今后，我们要按
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要求，努力推动互联网和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文/李富军

河北临西县：

盘活集体资产 打通增收渠道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张玉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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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编辑 王薇薇 秦文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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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近日，广西
壮族自治区一次性发布了9个系列政策文件，全
方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

据介绍，此轮出台的“1+6+2”系列文件，包括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决定》这一主
文件，以及涉及农业、工业、旅游、特色小镇、金融、
财政体制改革方面的6个配套文件，还有一个考
核意见及《广西县域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

发展特色农业、特色工业、特色旅游、县域城
镇化、生态环保、开放合作是县域经济6大重点领
域。特色农业方面，广西提出实施现代特色农业
产业品种品质品牌“10+3”提升和“一县一品”行
动；围绕县域农业特色经济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依托已建成的示范
区，打造田园综合体。特色工业方面，提出了力争
每个县打造1至2个特色产业集群，形成“一县一
业”产业发展格局；每个园区明确2至3个主导产
业；推广“飞地经济”模式共建产业园区。特色旅
游方面，提出加快培育发展30个特色旅游小镇，
实施“一镇一品”工程；扶持发展民宿经济；到
2020年，各县域均要培育形成1个以上有特色有
市场的主题旅游主打产品。

此外，在特色城镇方面，提出实施中小城市培
育工程，力争2020年全区所有县城（不含城区）建
成区人口规模达到5万以上，其中5万至10万的
34 个，10 万至 15 万的 17 个，15 万至 20 万的 10
个，20万以上的10个。

广西全方位发展县域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