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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林草中药材产业，是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有益尝试。我国林草

中药材产业发展形势怎样，存在哪些问题，如

何才能健康推进？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

了采访。

林草中药材“一举多得”

“林地、草地是绝大多数药用植物的自然

繁衍地，是发展优质中药材的理想环境”，国

家林草局发改司一级巡视员杜纪山表示。我

国现有 42.6 亿亩林地、39.68 亿亩草地、3.52

亿亩湿地，丰富的林地资源为发展林草中药

材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据初步统计，我国林

草药用植物占中药资源的 80%左右，林草中

药材产业发展潜力极大。

国家林草局以区域性气候、土壤和地理

环境条件为基本要素，以林草资源分布及群

落特征为重要条件，以区域性社会经济水平

和历史形成的药材产区状况为参考要素，兼

顾林草管理体系，将全国划分为大小兴安岭

林区、长白山林区、三北防风固沙林草区等 9

个林草中药材生产区。

地处长江中下游的湖北省蕲春县现有林

地 166.68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40.21%。蕲春

县县长陈丹透露，近年来，蕲春县充分利用森

林资源，结合本地传统中药材产业，大力发展

林药套种 4.2 万亩，年产中药材 1 万吨，每年

实现收益 1.4 亿元。

时近清明，蕲春县刘河镇黄金寨村山坡

上种植的 29 万棵药用银杏苗舒展着嫩绿的

细叶。管窑镇细王垅杉木林下套种栀子基

地，则是全县林下套种面积最大、经济效益最

好的林药基地。该基地现已建成 3500 亩，计

划建设 1 万亩。目前，该基地年产值 200 多万

元，当地 400 多位农民在这里稳定就业，人均

年增收 6000 多元。万亩基地建成后，每年套

种产值可达 600 万元，旅游产值达 300 万元，

村集体经济可增收 100 万元以上，还可吸纳

700 位农民就近就业。

杜纪山告诉记者，林草资源生境丰富多

样，可满足多种生态特性药材的生长需要。

林草中药材生长环境条件优越，极少受过农

药、化肥、除草剂等污染，空气质量优良，具备

培育绿色、有机中药材的天然优势。利用林

草土地资源生产中药材，不与粮争地，契合国

家关于耕地“非粮化”“非农化”的要求。

此外，林草资源多分布在边远地区和经

济欠发达地区，发展中药材产业，可促进当地

经济发展，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产业发展坚持保护优先

“目前，野生药材急剧减少，优质药材严

重供给不足。我国还未针对中药材全产业链

制定质量控制标准体系。多数地区中药材生

产销售仍处于低水平阶段。”杜纪山说。

作为国内知名的中药材产区，蕲春县林

草中药材产业起步较早，破解发展瓶颈更显

迫切。

蕲春县中医药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杜伟

表示，当地林草中药材产业的主要问题是产

业化程度不高、资金投入不足、丰产不丰收。

多数林农自有资金少，难以获取银行支持。

不少经营者自身没有建立积累机制，缺乏承

担市场风险的能力。

同时，林草中药材产业化缺少大户及龙

头企业支撑，没有科学经营和规模化、产业化

经营意识。林草中药材种植普遍存在品种单

一情况，良种推广种植率低，导致单位产量不

高。此外，不少产品缺乏精深加工，直接流向

市场，价格低廉，影响林农收益。

“发展林草中药材产业基本原则应该是

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杜纪山说，在发展

林草中药材产业时，应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以

不采伐林木、不破坏地表森林植被、不改变林

地用途、不污染环境为前提，优先实施人为干

扰较少的培育模式，严禁毁坏林地、草地和森

林草原植被，实现严格保护与合理利用紧密

结合，生态效益与经济、社会效益有机统一。

同时，应坚持因地制宜，科学发展。根据

林草资源的区域性气候、土壤和水资源条件，

以道地药材为主体，选择适宜的药材种类，采

用合理的培育模式，科学规划产业布局，形成

生产规范、产品优质、规模适度的林草中药材

生产体系。

再则，应坚持市场主导，融合发展。遵循

市场规律，对标市场需求，合理确定品种和规

模。构建良种扩繁、种植加工、仓储物流相匹

配的中药材产业链，有效对接中药大健康产

业特定需求。应坚持绿色环保，规范生产。

严格管控化学农药、化肥等投入品使用，加强

对生产技术、流程、环节等规范与管理，保障

中药材质量安全。

可持续发展关键在生态

显然，林草中药材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在于“生态”二字。

国家林草局前不久印发了《林草中药材

产业发展指南》，明确要求严格遵守森林法、

水土保持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严

格保护野生药用生物资源，根据资源种类和

分布情况，保护种质资源及药材产区生态环

境。科学选育品种，杜绝外来有害生物。加

强投入品管理，强化绿色生产。

《指南》提出，要根据区域地理环境、植被

类型、气候土壤条件、生境特点，推行林草中

药材生态培育，选育优良品种，分区域按品种

建设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野生抚育和仿野

生栽培基地。

比如对蕲春县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林

区，国家林草局建议：林下宜采用林药混作模

式，人工林种植区域宜采用林药间作模式。

可生态种植的药材方面，国家林草局推荐了

百合、黄精、玄参、玉竹等 47 种。可野生抚育

药材方面，推荐了葛根、虎杖、防已、乌药等

61 种。可仿野生栽培药材则推荐了百部、白

前、半夏等 58 种。

蕲春县委书记胡安元表示，蕲春县将重

点建设李时珍中医药健康城，包括大别山药

源基地、长江经济带中药材加工和现代制药

基地等，以和林草中药材发展配套。

杜纪山告诉记者，国家林草局将发挥行

业协会、科研院所的作用，积极组织中药、林

业等领域专家开展跨学科合作，围绕优良林

源中药材品种选育、栽培技术标准制定等关

键共性问题开展科技攻关，为林草中药材健

康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关于促进林草中药材

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也正在研究起草中。

题图题图 近年来近年来，，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鼓鼓

励农民发展中药材励农民发展中药材、、养殖等高效农业养殖等高效农业，，振兴振兴

乡村经济乡村经济。。 陈月明陈月明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关 口 前 移 守 住 防 汛 安 全 底 线
吉蕾蕾

3 月 14 日以来，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出现

持续降雨，长江下游沿江支流秋浦河、黄湓河

发生超警洪水。根据我国入汛日期确定的有

关规定，今年汛期从 3 月 17 日正式开始。水

利部会商预判，今年的汛期涝旱并重，北部、

南部发生洪水的可能性比较大，北部重于南

部，中部地区长江中游、汉江下游可能发生区

域性干旱。总体看，水旱灾害形势不容乐观。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

气增多，我国水旱灾害呈现多发重发的态

势。再加上近期全国多地疫情出现反复，很

多地方淹不得、旱不起。

汛期叠加疫情，对我国水旱灾害防御综

合实力也是一场大考。经过多年建设，我国

防洪抗旱减灾体系日益完善：现有水文测站

12.1 万处，覆盖有防洪任务的 5000 多条中小

河流，5 级以上防汛防洪堤防 30 多万公里，大

小水库 9.88 万座。去年，通过防洪工程体系

和非工程体系的共同作用，全国减淹城镇

1494 个次，减淹耕地 2534 万亩，避免人员转

移 1525 万人，最大程度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目前，南方刚刚入汛，北方还未入汛。有

关部门要主动适应把握全球气候变化下水旱

灾害的新特点和新规律，把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放在第一位，确保城乡供水安全，及时

做好防大汛、抗大旱的准备工作，努力将“防”

的关口前移，化解水旱灾害重大风险，守住灾

害防御安全底线。

防汛，“防”在当先。水旱灾害，往往来得

快、范围广、危害重、影响大，防御工作来不得

半点虚假。各地各部门要抢抓前期有利时

机，抓紧检修完善监测预警设备，加快修复灾

损水利工程，对水库逐一开展汛前安全检查，

重点排查防汛关键部位的安全隐患。依法依

规严肃处理侵占河道、湖泊、水库库容等行

为，全面排查蓄滞洪区存在的风险隐患，确保

行洪蓄洪空间畅通。

防御水旱灾害能力也要现代化。要充分

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改进水文测报模

式，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抓紧修订应急响

应工作规程，实现风险提前发现、预警提前发

布、方案提前制定、措施提前实施。要精准调

度运用好水库、河道堤防、蓄滞洪区等各类水

工程，充分发挥流域水工程体系综合减灾功

能，打有准备之仗、有把握之仗。此外，还要

加强旱情监测，动态完善水量调度预案和抗

旱保供水预案，确保城乡供水安全。

多年的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实践经验告诉

我们，天有不测风云，无论哪条江河都有可能

发生超标准洪水，无论哪个区域都有可能遭

遇严重干旱。这就要求我们，防御水旱灾害，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要充分估计

汛情旱情可能带来的洪涝干旱灾害影响，做

好万全准备，牢牢

握住防汛抗洪的主

动权。

饲草产业发布首个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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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农业农村部印发《“《“十十

四五四五””全国饲草产业发展规划全国饲草产业发展规划》，》，

这是针对全国饲草产业发展的第这是针对全国饲草产业发展的第

一个专项规划一个专项规划。《。《规划规划》》明确明确，，到到

20252025 年年，，全国优质饲草产量达到全国优质饲草产量达到

98009800 万吨万吨，，牛羊饲草需求保障率牛羊饲草需求保障率

达达 8080%%以上以上，，饲草种子总体自给饲草种子总体自给

率达率达 7070%%以上以上，，饲料饲料（（草草））生产与生产与

加工机械化率达加工机械化率达 6565%%以上以上。。

编制《规划》是筑牢国家粮食

安全根基的迫切需要。农业农村

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说，当

前，粮食安全的主要压力在饲料

粮，促进饲料粮减量的一个重要

渠道就是增加饲草供应，减少牛

羊养殖精饲料用量。2021 年，粮

改饲完成面积 2000 万亩以上，收

储优质饲草 5500 万吨，牛羊养殖

减用玉米和豆粕 720 万吨，相当

于减少了 2600 万亩的玉米、大豆

种植需求，节约耕地 600 万亩，实

现了化草为粮的效果。

“近十多年来，我国居民对牛

羊肉和奶类的需求持续快速增

长，但国内生产发展相对滞后，造

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

饲草特别是优质饲草供给不足。”

杨振海表示，初步测算，要确保牛

羊肉和奶源自给率的目标，对优

质饲草的需求总量将超过 1.2 亿

吨，尚有近 5000 万吨的缺口。“随

着《规划》的深入实施，苜蓿、全株

青贮玉米等优质饲草的缺口将持

续缩小，为增强草食畜产品供给

提供有力保障。”

“十三五”以来，国家相继实

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粮改

饲、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等政

策措施，推动了现代饲草产业发

展。饲草供种能力、生产组织化

程度持续提高，饲草加工业快速

发展，90%的全株青贮玉米达到良好水平以上，苜蓿二级以

上占 70%。各地积极探索推广粮草轮作、豆禾混播或套种

等特色模式，培育了一批饲草产业集群，饲草生产模式更加

多元。优质饲草供应增加，促进了草食畜牧业提质增效。

以奶牛为例，“十三五”期间奶牛单产从 5.5 吨提高到 8.3 吨，

但每吨牛奶的精饲料用量减少了 12%。

在市场拉动和政策助力下，饲草产业发展初见成效，但

由于我国饲草产业起步较晚，生产经营体系尚不完善，产业

发展面临诸多困难挑战，亟需加强顶层设计。对此，《规划》

从四方面明确举措：推进重要饲草生产集聚发展，在重点区

域建成一批优质高产饲草基地；大力培育规模化集约化新

型经营主体，引导龙头企业向饲草优势产区集中；推进良繁

体系建设，加快培育一批饲草新品种；加快构建现代化加工

流通体系，开发多样化饲草产品。

我国各地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差异较大，不同区域发

展饲草产业自然有不同的模式。业内认为，东北地区应推

行种养结合、就近利用模式，优先满足区域内饲草需求，鼓

励有条件的地区发展商品草生产。华北地区要调整玉米利

用方式，推行种养一体化发展模式，提升区域内优质饲草自

给能力。西北地区要大力发展旱作节水饲草生产，打造全

国重要的优质商品苜蓿草供应基地，建设饲草种业基地。

南方地区推行特色化、差异化饲草发展模式，在适宜地区开

展草山草坡改良及人工混播饲草放牧地建植与管理。

为加快饲草产业发展，农业农村部门将加大政策支持，

统筹用好各类财政专项资金和基本建设投资，探索推进土

地经营权、大型种植机械抵押贷款，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

开展饲草种植保险。同时，增强科技支撑，组建“产、学、研、

推”紧密结合的饲草产业科技创新平台，完善饲草产业标准

体系，加快新品种、新技术示范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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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代理发行、
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买卖外汇；
经营结汇、售汇业务；从事银行卡业务；代
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总行在国务
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业务范围
内授权的业务。
批准成立日期：2015 年 07 月 02 日
机构住所：北京市通州区新华南二街 12
号院 2 号楼 1 层 2-10、1 至 2 层 2-11
邮编：101100
发证日期：2022 年 03 月 14 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天宫院支行
简称：交通银行北京天宫院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149
许可证流水号：00804791
业务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
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代理发行、
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买卖外汇；
经营结汇、售汇业务；从事银行卡业务；代
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总行在国务
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业务范围

内授权的业务。
批准成立日期：2016 年 07 月 11 日
机构住所：北京市大兴区新源大街 51 号
一层 120、127、131 号商铺
邮编：102600
发证日期：2022 年 03 月 17 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建材城西路
支行
简称：交通银行北京建材城西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124
许可证流水号：00804785
业务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
和长期贷款；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
府债券；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
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总行在国
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业务范
围内授权的业务。
批准成立日期：2015 年 06 月 05 日
机构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建材城西路 27
号 1 层 116、117
邮编：100096
发证日期：2022 年 03 月 14 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东
支行
简称：中国农业银行北京望京东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11000057
许可证流水号：00804485
业务范围：办理人民币存款、贷款、结
算业务；办理票据贴现；代理发行金融
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销售政府
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办理外汇存款；
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
结算；通过上级行办理代客外汇买卖；
代理国外信用卡付款。总行在银行业监
督 管 理 机 构 批 准 的 业 务 范 围 内 授 权 的
业务。
批准成立日期：1985 年 07 月 01 日
机构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七区 1
号楼 1 至 2 层 1-8，1-9，1-10，1-11
邮编：100102
机构电话：010-65301298
发证日期：2022 年 01 月 27 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南三环
支行
简称：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南三环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11000048
许可证流水号：00804782
业务范围：办理人民币存款、贷款、结
算业务；办理票据贴现；代理发行金融
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销售政府
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办理外汇存款；

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
结算；通过上级行办理代客外汇买卖；
代理国外信用卡付款。总行在银行业监
督 管 理 机 构 批 准 的 业 务 范 围 内 授 权 的
业务。
批准成立日期：1996 年 06 月 12 日
机构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中路 67
号 6 号楼 1 层 C1001-C1008
邮编：100075
机构电话：010-86380576
发证日期：2022 年 03 月 14 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自贸试
验区生命科学园支行
简称：中国农业银行北京自贸试验区生命
科学园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11000235
许可证流水号：00804790
业 务 范 围 ： 吸 收 公 众 存 款 ； 发 放 短
期 、 中 期 和 长 期 贷 款 ； 办 理 国 内 外 结
算 ； 办 理 票 据 贴 现 ； 代 理 发 行 、 代 理
兑 付 、 承 销 政 府 债 券 ； 结 汇 、 售 汇 ；
从 事 银 行 卡 业 务 ； 代 理 收 付 款 项 及 代
理 保 险 业 务 ； 总 行 在 国 务 院 银 行 业 监
督 管 理 机 构 批 准 的 业 务 范 围 内 授 权 的
业务。
批准成立日期：1989 年 07 月 01 日

机构住所：北京市昌平区生命园路 4 号院
9 号楼 1 层 101
邮编：102206
机构电话：010-86385451
发证日期：2022 年 03 月 17 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信创园
支行
简称：中国农业银行北京信创园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11000112
许可证流水号：00804792
业务范围：办理人民币存款、贷款、结
算业务；办理票据贴现；代理发行金融
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销售政府
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办理外币储蓄存
款；结售汇 （对私）。总行在银行业监
督 管 理 机 构 批 准 的 业 务 范 围 内 授 权 的
业务。
批准成立日期：1998 年 12 月 14 日
机构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
谷一街８号院５号楼１层 101-1、102
邮编：101100
机构电话：010-86383093
发证日期：2022 年 03 月 22 日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批准予以终止营

业 ，注 销《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金 融 许 可

证》，现予以公告：

终止营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西长安街支行

批准成立日期：1992 年 12 月 26 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

凯晨世贸中心中座第 G 层 C001 单元

机构编码：B0002S211000111

流水号：00802981

批复终止营业时间：2022 年 2 月 25 日

机构电话：010-63260636

终止营业：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武定侯街支行

批准成立日期：2019 年 07 月 16 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 6 号 608

机构编码：B0014S211000073

流水号：00801907

批复终止营业时间：2022 年 3 月 1 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终止营业的公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irc.gov.cn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