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不断完善县乡村三级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水平，大

力普及中医药健康知识，推广中医急救

之法和适宜技术，助力乡村振兴。”淅川

县卫健委主任、党组书记、中医药发展

局局长邹林峰如是说。近年来，淅川县

深入实施“中医药强县”战略，多举措提

升 中 医 药 康 养 服 务 品 质 ，在 康 养 新 蓝

海中开辟淅川航线。

高位推进善作为。淅川县把“中医

药强县”战略纳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总

体规划，成立县中医药发展局和县中医

药发展服务中心，中医药事业经费足额

保障，每年医师节重奖卫健系统 500 万

元，用于中医医院升级、区域中医医疗

中心建设、中医特色专科建设等，激发

中医药发展活力。

提升规格强龙头。投资 1亿多元新建

中医院门诊病房综合楼、中西医结合老年

病防治综合楼，建成高标准示范中药房、

中医骨伤区域医疗中心，建成省级特色专

科 1个，市级特色专科 3个。2023年 4月，

县中医院成功晋升国家三级中医院。

完善体系建枢纽。全县三个医共体

成立中医药服务部，二级医院中医药科

室标准化建设达标，2家县级综合医院、

1 家专科医院高标准建成仲景苑，15 个

乡镇卫生院、2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高

标准建成中医馆，所有乡镇卫生院均能

开展 6类以上中医药适宜技术服务。

软硬并举固网底。全县按比例建成

47 个村卫生室中医阁，464 家村卫生室

配备了基本的中医诊疗设备、常用中药

饮片和中成药，均能开展 4 类以上中医

药适宜技术服务。

搭建平台宽覆盖。在全市率先建成

“万名中医师家庭签约服务平台”，县乡

两级中医师签约服务团队超 400 个，重

点人群签约率 100%，建成经方云平台、

中医药服务信息化平台，中医药服务实

现常态化，探索“互联网+中医”诊疗和

免费煎煮配送模式，群众接受县域内远

程中医服务更加便捷有效。

文化传播促普及。开展中医药健康

文化进社区、进校园、进家庭、进机关、

进企业、进乡村“六进”行动，组织“仲景

文化宣传年”“我爱国医·艾满端午”等

大型活动，举办卫健系统“每周一学”

“每月一赛”等中医药活动，“中医药文

化夜市”在城区、乡镇、村全面铺开，广

泛推广八段锦、五禽戏、孙思邈养生十

三法，线上开展全民学中医知识竞答。

同时开展送中医适宜技术、中医科普知

识、中医保健箱的“三送”活动。在丹江

大观苑景区建成中医药文化和特色疗

法体验馆，建成 1 家中医药文化宣传教

育基地——淅川健康庄园。中医药文化

走进基层、惠及群众。

伏牛山水间，中医康养地。淅川县

积极培育“中医药康养”品牌，着力打造

康养医养产业新标杆。

奋楫扬帆，笃定前行。淅川县立足

道地药材资源优势和生态环境优势，坚

定中医药文化自信和行动自觉，回答好

新时代中医药之问，解决好人民群众之

需，拥抱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春天。②5

“草木植成，国之富也。”一株药

草崛起一方富民产业，淅川县利用自

然优势发展特色产业，让良好生态环

境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深山无闲草，灵药出伏牛。淅川

县自然地貌高山丘陵平原次第分布，

雨量丰沛，土壤肥沃，日照适中，物

产植被南北兼容，得天独厚的生态环

境造就了中药材生长的理想地。淅川

县境内动植物、矿物类药材达 800 余

种，堪称“天然的药材宝库”，入选河

南省中药材产业发展十大规范化示范

基地。

淅川县以山水禀赋为依托，把中

药材产业作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抓手精心培育。截至目前，

淅川县中药材种植品种达 62 个，已连

片 发 展 金 银 花 、 柴 胡 、 丹 参 、 迷 迭

香、黄姜、艾草、牡丹等 20 余个市场

潜力大的中药材品种，种植面积达 10

万余亩，培育中药材种植企业、合作

社、大户等经营实体 80 余家，建成中

药材种植基地 5 个，既保证了中药产

业 原 料 供 应 ， 又 发 展 了 地 方 特 色 经

济，助力乡村振兴。

走进淅川县西簧乡白庄村，药香

袭 人 ， 村 民 选 育 的 连 翘 5 号 长 势 良

好，“农户+合作社”的模式辐射周边

村 组 ， 连 翘 产 业 正 在 西 簧 乡 落 地 生

根；在老城镇七里村，村支书陈永清

率先种植白芍，为本村农户发展中药

材开路，白芍今年预计亩产 800—1000
斤，按照现有市场行情，鲜摘药材 20
元每斤，烘干药材 30 元每斤，亩产值

可达 16000 元；上集镇大坪村 2020 年

引进南阳焱创艾制品有限公司，投资

5000 余万元建立艾加工车间，种植艾

草近 300 亩，打造集种植、收购、加

工、销售于一体的艾制品产业链条，

带动周边 40余人就近就业……

“金银花、黄芪这些中药材，耐瘠

薄、耐干旱，有利于保持水土，经济

效益也好。”马蹬镇张岭村党支部书记

梁红伟说，经过多方考察，村里把中

药材种植作为重点发展项目。“种药材

可以免费学，咱只管放心种，购苗、

收卖药材都由合作社统一联系企业！”

淅川县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

模式，为药农提供市场信息、栽培技术、

收购销售等服务，降低农户风险，扩大

企业盈利。在集中连片发展的同时，引

导农民利用坡耕地、田埂地和林下地种

植中药材，加速中药材产业壮大。淅川

县千亩以上规模中药材达 14 种，打造

了“福森”“伏山”“福森源”等国内知名

中药材品牌。

如今的淅川，中药材禀赋资源正转

化为产业优势，带动渠首人民增收致富，

高效生态农业有效防治水土流失，丹江

口水库水质清澈，惠及万千百姓。

道地药材如何走上产业化发展之

路，淅川县在实践中思考、探索、破

题……

按照“科技兴业、提产保质、链条延

伸、特色突出、循环发展”思路，淅川县以

规范发展中药农业、壮大升级中药工业、

推动拓展中药商业为着力点，逐步实现

中药产业“三产联动融合发展”闭环体

系，初步形成“布局科学化、种植规范化、

生产现代化、产品高端化、企业品牌化”

现代中药产业集群。

做强龙头企业。福森药业培育福森

双黄连、福森源凉茶、小儿咳喘灵口服

液、仲景经方用药饮片等知名品牌，在

九重、香花、厚坡等地建立高标准金银

花种植示范基地 35000亩，辐射带动基

地周边 23 个村 2000 余人就近务工，季

节性高峰日用工均在 1万人以上。度帮

公司生产的中药饮片产品投放市场以

来，畅销广东、山东、河南等地。淅川

县共有中药规上企业 6家，年产值 42.18
亿元，依托龙头企业带动，基本形成覆

盖中药材种植、加工、研发、生产、物

流、销售的现代中药产业链条。

推进项目建设。先后到珠海、北

京、郑州等地招商引资，成功签约项目

资金 1.6 亿元。总投资 5 亿元的福森中

药材标本种植示范园、丹江大观苑大健

康中医药旅游基地等项目，已完成投资

9700 万元。总投资 28 亿元的福森中药

材示范园迁建项目，一期药品生产基地

已投产运行。度帮公司建成“豫西南中

药材物流基地”，配套建设仓储物流、

市场交易、电商平台为一体的现代化中

药材专业市场，打造豫鄂陕区域中药材

集散中心。

加速科研创新。福森药业与钟南山

院士团队所在的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

张伯礼院士团队所在的天津中医药大学

和浙江大学等展开合作研究，主导产品

双黄连口服液、双黄连注射液产销量位

居全国前列，成功收购北京三也明明医

药科技公司、江西永丰康德医药公司，

参股山东威海人生药业公司，形成了研

发、生产、销售齐头并进新局面。度帮

公司利用生物酶解技术绿色环保制备薯

蓣皂苷项目获重大突破，处于国际领先

水平，在经方制剂研发方面，与北京厚

成医药合作，申报的“黄芪桂枝五物颗

粒”和“酸枣仁颗粒”，按国家三类新

药正在研发中。

延伸产业链条。通过金银花、连

翘、柴胡、艾草、酸枣仁等大品种的培

育带动本土企业做大做强，推动种植

业、加工业、销售业、运输业全产业链

发展，促进三产融合，实现集约化、规

模化发展。建设一批符合国际高标准的

中药材种植养殖基地，建设中医药康养

旅游基地、中医药特色小镇等，逐步形

成以健康养生理念和道地药材资源为特

色的“中药＋”产业集群。

淅川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

产业发展，积极谋划中药产业园建设，致

力打造中药产业新业态，中药产业核心

竞争力全面提升，“全域一体、全产业链

发展”的中医药产业体系蔚然起势。

厚植资源禀赋 中药材开出“千金方”

拉长产业链条 育龙头深挖“附加值”

拥抱康养蓝海 优服务叫响“金名片”

福森药业双黄连生产车间。

九重镇邹庄村开展万名中医师家庭签约服务。

九重镇唐王桥金银花基地首届金银花采摘节。

西簧乡河北村中药材加工收购基地。

河南省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丹江大观苑。

文：杨 柳 图：李振林 申 东

九重镇唐王桥万亩金银花基地农户采摘忙。

仲景文化—国际化·产业化·现代化
——第十六届张仲景医药文化节暨全球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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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在在““两山论两山论””的引领下的引领下，，淅川县奋力探索生态与淅川县奋力探索生态与

经济互融共生新路径经济互融共生新路径。。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

心水源区和渠首所在地心水源区和渠首所在地、、国家生态战略安全要地国家生态战略安全要地，，

淅川县立足水源区淅川县立足水源区、、山区的区位特点山区的区位特点，，找准水质保找准水质保

护与经济发展结合点护与经济发展结合点，，依托伏牛山依托伏牛山““天然药库天然药库””生态生态

禀赋禀赋，，因地制宜壮大中药材产业链因地制宜壮大中药材产业链，，以创建全国基以创建全国基

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为抓手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为抓手，，强力推进中医药文强力推进中医药文

化化、、事业和产业融合发展事业和产业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绿色富民走出了一条绿色富民、、守守

正创新的现代中医药蝶变之路正创新的现代中医药蝶变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