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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建设世界艾乡高质量建设世界艾乡

拜谒医圣张仲景 弘扬中医药文化

本报讯（记者 于晓霞 周梦）5 月 12
日，南阳医圣祠医圣墓前，红毯铺地，群贤毕

至，锣鼓齐鸣，2024第七届中国艾产业发展

大会拜谒医圣典礼在这里隆重举行。

中国中药协会执行副会长刘张林，中国

中药协会秘书长王桂花，世界针灸学会联合

会代表李大宁，中国食品药品企业质量安全

促进会艾与健康工委会主任、世界中医药学

会联合会艾产业分会会长雷军，世界中医药

学会联合会艾灸保健推广委员会会长纪凯，

中国中药协会艾草专业委员会候选主任委

员张长河等参加。

当天上午，医圣祠内郁郁葱葱，艾草飘

香。上午 10：30，祭拜仪式正式开始，击钟

九通、鸣锣九响，让祭拜现场显得格外庄重、

肃穆。在医圣祠医圣墓前，全体肃立，聆听

《医圣颂》：“国医崇祖庭，先师南阳眠，望之

如汪洋，仰之若高山……”

“先师文章，高山仰止；先师风节，懿德

永昌。我辈后人，躬逢盛世，政通人和，物阜

民康……”刘张林诵读《祭仲景先师文》，字

字句句，铿锵有力，激荡人心。参加拜谒人

员向医圣墓敬献艾草花篮、三鞠躬，并绕行

医圣墓一周，致敬医圣张仲景先师。③9

本报讯（记者 于欢 周梦）从各

种规格的艾条、艾灸仪到艾皂、艾卫生

巾、艾服饰，再到现代感十足的大型智能

灸疗仪等产品，5月 12日，在南阳市民服

务中心南广场举办的艾产业产品博览会

展俨然一场“南阳艾”产业秀场，来自天

南海北的宾朋徜徉其中，领略艾产业科

技新业态、新成果，感受“仲景故里 世

界艾乡”的底蕴与魅力。

本次会展邀请了众多艾草生产加

工、艾灸器械生产商及销售商，从事艾

灸服务行业人员及艾草种植户积极参

与，聚焦艾产业新产品、新技术、新项

目。以艾会友，以艾搭桥，展会通过设

立艾草特色种植业、艾草装备制造业、

艾草研发加工业、文旅康养休闲业、灸

法保健服务业 5 大展区，系统展现艾

产业链市场业态，全面展示南阳艾产

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在艾草香味扑鼻的会展现场，记者

看到，参展众艾企纷纷秀出自家“独门

绝技”产品，品质优良的南阳艾草传统

制品、精深加工产品、灸疗器械等颇受

欢迎。众多外地客商现场体验艾灸、熏

蒸、艾贴、拔罐等传统中医疗法，或洽

谈业务，或选购商品。在熙熙攘攘的人

群中，记者注意到，金发碧眼的外国客

商正在与艾草研发加工企业主热烈交

流，寻求合作共赢商机作共赢商机。。放眼望去放眼望去，，无无

论是八方宾朋论是八方宾朋，，还是参会展商还是参会展商，，脸上都脸上都

洋溢着期待与热切的表情洋溢着期待与热切的表情，，艾产业尤其艾产业尤其

是南阳艾的琳琅满目与特色优是南阳艾的琳琅满目与特色优势让大家对未势让大家对未

来充满来充满希望希望。。会展会展现场还举行了现场还举行了专家义诊活专家义诊活

动动，，参与人员亲身感受到了中医药艾草文化的参与人员亲身感受到了中医药艾草文化的

博大精深博大精深。。③③99

艾产业产品博览会展精彩纷呈商贾云集

艾香扑鼻 商机无限

让艾草发挥更大作用
本报记者 郝春城

“南阳艾草产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应进一步

加强研究和应用，积极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健康服务。”5月 12
日，河南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副校长苗明三，对

我市艾草产业发展提建议、献良策。

“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

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中国

古代科学的瑰宝。”苗明三说，“艾草作为中医临床

常用药，是中华民族认识和使用较早的药材，在《神

农本草经》《诗经》古代典籍中，都曾提及它。其在

百姓日常生活保健和医疗方面用途广泛、用量极

大，发展前景广阔。”

他说，要做好南阳艾的化学、质量、药效和临床

分析研究，充分发挥艾草经典功效，加强其在中医

治疗中的应用。要积极探索现代化传承方法，结合

艾草药理实验和临床用药实验，深入研究艾草有效

成分，开展制备工艺与技术的研发，打造现代化中

医药应用平台。

近年来，我市把发展艾产业纳入全市专项工作

重抓重推，艾草种植、加工、销售、灸疗应用蓬勃发展，

艾草制品全国市场占有量不断攀升，突飞猛进，年产

值超 130亿元。对此，苗明三表示，要进一步拓宽市

场，让艾草在人类健康中发挥更大作用。他说，通过

科研创新、品牌塑造和精细化深加工，在保证艾草药

效的基础上，不断扩大艾草用途，不断延伸产业链，做

大做强南阳艾品牌。③9

“南阳艾草由百姓自发种植逐渐发展成规模种

植，到现在已经成为产业链完整的朝阳产业，也是

最具活力的富民产业。”5月 12日，参加第七届中国

艾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的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

系山药焦作站站长、艾叶单品种攻关小组组长黄显

章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黄显章说，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气候条

件，南阳艾具备出绒率高、挥发油含量高、黄酮类成

分高和有毒成分含量低的特性，而且南阳艾种质资

源相对集中，体量也是最大的，这为南阳艾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育种源头到拓宽销售渠

道，南阳已打造了一条高效、安全的艾草产业链，先

后开发出药用、灸用、食用、日用工业品等 9大系列、

100多个品种艾制品，是全国最大的艾草种植基地、

生产加工基地、贸易集散地和技术输出地。

“大健康产业的迅速发展，带动艾产品的市场规

模不断扩大。”黄显章说，他带领团队围绕南阳艾叶

的特色和优势，提出了“南阳艾”道地药材名称，被农

业农村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三部委列为华中地

区道地药材。同时，参与制定南阳艾地方标准，建设

了南阳艾种质资源保护与创新基地，已经收集艾草

种质资源 80余份，研发了以艾叶为主要原料的系列

产品，从种植资源优选、种植模式研究、质量标准制

定、产品开发等环节推动南阳艾产业发展。

黄显章表示，南阳艾发展迅速，产业链全，活跃度

高。未来应不断提升艾草产业领域创新能力、关键核

心技术和共性技术攻关能力，助推艾草产业标准化、规

范化发展，让艾草真正成为造福百姓的幸福草。③9

加快标准化规范化发展
本报记者 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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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挑选

认真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