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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山雨初霁，天气微凉。9 月 21 日，走进镇安县茅
坪回族镇红光村，300 多亩牧草种植地里草儿青青，牛声

“哞哞”，清澈的山泉水顺着长长的水管哗哗地流进养殖园

区，呈现出一幅山水乡村画卷。
近年来，镇安县以规模化养殖、

合作化经营、专业化生产为切入点，
抓项目、建基地、带农户，集聚生产
要素，畜牧产业撑起了全县农业“半
壁江山”。据统计，目前镇安县猪、
牛、羊、禽存栏分别达到 7.5 万头、
1.03万头、9.5万只和63.2万只，牛、
羊、蛋鸡、肉鸡存栏与去年同比增长
0.9%、9.2%、5.8%和18.8%。

9 月 21 日，天刚蒙蒙亮，茅坪
回族镇红光村养殖户马洪林已开
始忙碌起来，清理牛粪、拌饲料、
盛水、铡草喂牛，养殖场伴着清晨
开始有序运转。

“养牛虽说辛苦，既要懂饲养，
也要懂防疫，还要操心销售情况，但只要认真
饲养，一头肉牛最少都能卖 1.6万元，是个致富

的‘好营生’。”正在给10多头牛喂草的马洪林提起养牛，语气
中难掩兴奋。

马洪林与妻子转行养殖肉牛已有 3 年，他曾远赴湖北

等地学习养殖肉牛技术，一步一个脚印创办养殖场，慢慢从
一个“门外汉”变成如今的“牛事通”、土专家，每年养牛的可
观收益让他养殖肉牛的信心更加坚定。

养殖场内，看着健硕的西门塔尔牛慢悠悠嚼着混合饲
草，马洪林心里充满了希望，“现在县上对发展肉牛养殖的
鼓励政策越来越好，我有信心把养殖场经营好，带动周边的
群众一起致富！”

据统计，截至目前，镇安县有肉牛规模养殖场 3家、养殖
大户20户，年存栏肉牛1.03万头，出栏肉牛2300多头。

在高峰镇青山村三组一栋栋高标准羊舍里，小羊不时
地“咩咩”叫，奔跑撒欢。一大早，村民高昌涛就打扫完羊
舍，准备好了各类草料，分批次提到了羊舍里。

“这一筐是怀孕母羊的，这一筐是奶羔母羊的，这一筐
是刚断奶羔羊的，这一筐是还没有断奶羔羊的……”40 多
岁的高昌涛井井有条地忙碌着，“以前养羊都是散养、混养，
现在精细规范了，收益也更好了。”

镇安县西口回族镇处于农牧交错地带，当地村民一直
有养羊的传统。近年来，该镇转变养殖产业发展方式，养羊
成了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以前群众养殖方式简单粗糙，饲料品质跟不上，经常
会出现难产、死羔等现象，如今什么羊喂什么草料、喂量多

少都精确计算，羔羊断奶、出栏也有了统一标准，科学化的
养殖让产业持续发展壮大。”西口回族镇石景村党支部书记
聂大钊说。

据了解，石景村成立养殖合作社，合作社通过“投羊入
股”“社托户养”等方式，全面引导、推行科学养殖技术，朝着
更加科学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全面提升羊肉品质。

肉鸡住上“楼房”、饲养全程自动化、手机远程管理温湿
度……镇安县盛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养殖场的标准化鸡舍里，
多层立体式养殖架有序排列，换气、清粪、喂料、喂水等自动化设
备按照程序运转着，数万只鸡仔享受着智慧化带来的新生活。

作为养殖场的“鸡司令”，刘有典一大早就换好工作服
在鸡舍内巡视。与传统养鸡模式相比，智能化养殖不再需
要早起备料，也不需要往一个个鸡笼的料槽里加料加水，利
用设定好的程序，自动化设备会定点、定时、定量地精准投
喂饲料和水并清理粪便。

据了解，镇安县盛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养殖场应用先
进的物联网传感技术，通过鸡舍内外安装的摄像头、传感
器，控制鸡舍中的温度、湿度等，所有环境参数都可以在手
机 APP 上实时展现和远程控制。现代化智能化的养殖模
式，让该养殖场生产成本大幅降低，同时比传统养殖效益提
高 3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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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秦岭深处，气候温润，草木繁茂，中草药是大山馈
赠给商洛的特色资源。

据调查，商州境内中药材种类多达 50 多种，桔梗、黄
芩、连翘、五味子、金银花、柴胡、丹参、山茱萸和天麻等
具有鲜明的商州道地特性，其中，商洛丹参获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

“十四五”以来，商州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优势，将
中药材作为助力地方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来
抓，成立中药材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发展规划，确
定发展目标，着力推动以连翘、丹参、桔梗、黄芩、五味子、
牡丹、山茱萸、金银花、菌药、黄姜“十大商药”为主的传统
中药材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从零星种植到区域化推进，数年间，中药材产业在商
洛大地已成星火燎原之势，发展势头强劲，市场前景大好，
初步形成集育苗、种植、粗加工、精深加工、销售于一体的
产业体系，实现中药材产业全链条发展，为区域经济发展、
乡村振兴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科学布局科学布局 打造道地药材板块打造道地药材板块

初秋时节，商州区夜村镇李河滩村的坡塬上，中药材
柴胡尚在花期，星星点点的黄色小花开成一片，煞是好看。

村党支部书记王刚说：“很早的时候，当地人并不知晓
药材的经济价值，山上到处是野生中草药，却没人搞人工
种植。2000 年前后，有 2 个村民从山上挖了野生柴胡、黄
芩拿回家试种，没想到一试就成了，这才引进更多的药材
品种，开始大面积种植。”

代建卫就是从那时候发展起来的种药大户，一开
始，他在六七亩地里种下黄芩，但黄芩难以采挖，山坡
地不适合机械作业，人工采挖又太费事，不仅工钱贵，
也叫不到人，相比较，柴胡用手一拽就出来了，省工省
事。发现了这一点，代建卫适时调整了柴胡和黄芩的
种植比例。尝到种药的甜头，代建卫又贩起了药材，10
多年间，他逐渐建立并积累了稳定的客户群，产品远销
亳州、安国等地。

如今，李河滩村 492 户 1663 人，基本户户种药，全村
利用山林地种植柴胡、黄芩、连翘、桔梗等药材达 3000 多
亩。王刚介绍，目前，全村有 5 个中药材合作社、8 个药材
收购门市部，和陕西新雨丹中药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药
企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李河滩村中药材产业只是商州区着力打造道地药材
板块的一个生动例证。三岔河自古以来盛产野生连翘，
2022 年初，商州区十大开工项目之一的三岔河流域万亩
连翘上山入林项目启动，作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的三岔
河镇成为先行试点镇。

三岔河镇林业分站站长南永文告诉记者，去年春

季，商州区林业局为三岔
河镇 8 个村及麻街镇的 3
个 村 免 费 发 放 连 翘 苗
120 多万株，并安排技术
人员现场指导，在沿线的
荒山林地、地塄地坎上插
空 栽 植 ，加 上 2018 年 、
2020 年实施退耕还林政
策 栽 下 的 3000 多 亩 连
翘，该流域连翘种植面积
达到 1.8 万多亩。

“今年连翘价特别好，
一斤鲜的卖 32 元，有村民

上山采摘野生连翘，听说卖了两三万元。”南永文说，在规
模化栽植连翘的同时，今年 4 月份，商州区林业局又从东
北运来优质的五味子种苗，在三岔河镇三星、闫坪、三岔河
社区栽种 3200 亩。平时，经常有大学、药企、相关部门的
专家和科技特派员下乡指导技术。10 月份，镇上也将组
织农技人员对连翘进行科管，以保障万亩连翘见成效。

近年来，商州区充分考虑道地药材生长习性和种植传
统，因地制宜确定重点发展品种，规划了八大品种优良、区
域特色明显的道地药材板块：北宽坪镇的桔梗、苍术、金银
花板块，夜村镇的桔梗、黄芩、柴胡板块，沙河子镇的桔梗、
黄芩板块，大荆镇、腰市镇的苦参、连翘、山茱萸板块，牧护
关镇的白及、葛根、连翘板块，三岔河、麻街镇的“万亩连
翘”及五味子板块，杨峪河镇、杨斜镇、黑山镇的猪苓、天
麻、五味子板块。

据商州区林特产业发展中心主任王建军介绍，截至目
前，中药材产业已覆盖全区 18 个镇办 30 多个重点村，种
植面积突破 25 万亩，年产中药材 11 万多吨，产值达到 15
亿多元，全区发展中药材种植万亩镇 2 个、区级中药材规
范化种植基地 1个。

品质升级品质升级 探索多样化种植模式探索多样化种植模式

“让药回归山林，让药回归自然。”很难想象，这句话是
商州区大赵峪街道罗村一位药农所说。

这位药农名叫田福民，和一般的药农相比，他不仅种
药，还花费数十年时间苦心钻研各类野生药材的生长环境
和特性，探索仿野生种植模式。

田福民告诉记者，他几次参加职业农民培训，授课老
师都会强调药材农药残留超标的危害，“药材好，药才好。
吃了这种药材，也许治好了原本的病，但也对人体、对土壤
造成了一定的危害。”

何谓仿野生种植？田福民解释：“就是不打农药，不用
化肥，适时除草。”

“有些草也是药，与种植的药材有互生互补的作用。

比如桔梗地里爱长白茅根，白茅根根系深，不好除掉，留在
地里反而能保持地皮湿润，遮阴挡阳，避免积水，减少病虫
害。”田福民说，对这类种植方式，有人不认同，说是地荒
了，其实不然，除了生长年限有些长，产量有些低，仿野生
种植不仅节省人力和成本，最重要的是提升了药材的品质
和疗效。从长远来看，不与虫草为敌，不与良田争地，最终
达到生态平衡。

这套理论也被田福民用在了实践中。在他家的后山
上，分块种着桔梗、黄芩、苍术、苦参、黄精、柴胡、丹参等中
药，面积不大，长出的药材却深受市场青睐，很多高校、药
企的专家慕名前来考察、采样。9 月 1 日，记者采访时，就
碰到陕西师范大学的李明珠教授带着学生来采挖丹参做
课题研究。

“北京同仁堂的专家多次来基地考察，对商洛的生态
和地理环境非常满意，特别肯定了这种仿野生种植模式。”
田福民说，今年，北京同仁堂海南控股有限公司和他签订
了长期购销协议，这让他备受鼓舞，接下来还想研究旋覆
花、射干、白头翁等野生药材的繁育方法。

这些年，商州区药农们还先后摸索出玉米套种柴胡、芝
麻套种黄芩等多样化的种植模式，这也是在掌握药材的药
性后，选择的最适宜药材生长且一地多用的科学种植方法。

“在政府的引导下，不少药农意识到规范化种植的重
要性，像过去黄芩 3 年一挖，现在改成 4 年一挖，就是为了
保证药材的品质。”田福民说。

商州区林特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崔晓涛告诉记者，今
年以来，全区大力倡导发展“有机中药材”，加强对野生中
药材的保护，推广中药材无公害标准化种植，保障从这里
产出的药安全、有效、稳定、可控，实现中药材产业绿色健
康可持续发展。

延伸链条延伸链条 提升产业附加值提升产业附加值

在进行产业聚集和规模扩张的同时，商州区中药材产
业开始迈入标准化育苗、现代化仓储、精深化加工、信息化
交易的新发展阶段。

走进商州区大赵峪街道刘河村的中药材育苗基地，13
个现代化大棚依次排开，进入其中一棚，绿意扑面而来，天
麦冬和五味子种苗长势喜人，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药香。

据刘河村党支部书记刘三友介绍，2021 年以来，村上
争取了 140 多万元的项目资金，治理了水毁河堤，拓宽了
产业路，修建了这 13个大棚，配套建设保温、喷淋、排水等
设施。去年，刘河村将育苗基地租给脱贫户陈侃处、刘都
恨，每年承包费 5万元。

“你看，棚里的这些土都是从河南运回来的。”陈侃处

说，育苗是个精细活，得考虑到土壤、温度、温度方方面面
的因素。目前，基地有 20 多种药苗，主要通过淘宝、拼多
多等平台销售，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年可增收 40 多万元，
为 30多户群众提供了就业岗位。

刘河村半山半川，素有种药的传统，自育苗基地建成
后，就走上了一条绿色循环的发展路子。“目前，我们正在
培育野菊花和艾叶苗，计划分发给群众在房前屋后和路边
种植。”刘三友说，目前，全村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1200 亩，
其中桔梗因品质优良远销到韩国成为健康食材。

近日，商州区沙河子镇柿园子村野山生态药材种植合
作社内车来车往，一袋袋打包好的药材从这里运往全国各
地。“9月 1日当天，河北的药贩就拉走了 10 吨酸枣。”负责
人邵小龙说。

该合作社成立于 2014 年，建有仓库，购置了烘干设
备、切药机等。邵小龙说，他们常年收购本地中药材，并
进行分级、清洗、切片等粗加工，主要对接北京同仁堂、
扬子江药业、神威药业、以岭药业等知名药企。目前，合
作社年销售额达 9000 多万元，带动就业 3000 多人次，
辐射周边 20 多个村，带动种植户 2000 多户，户均年增收
3 万元。

这两天，商州区牧护关镇韩峪川村的朱志永也十分繁
忙。“天天有车来拉货，这边拉走，那边还得补货。”

7 年前，朱志永以小微企业的形式成立了林联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中草药种植、收购、加工、销售业务，
安排了一批脱贫户、移民搬迁户进厂务工，通过订单农业
带动群众种植中药材 1200 多亩，2018 年荣获“全国百家
农产品优质基地”称号。

此外，陕西香菊药业集团、陕西森弗天然制品有限公
司、陕西康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笃诚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等知名药企相继落户，形成商州区生物医药产业链条
构架中的核心。目前，商州区有药业合作社 78家、药材产
销加工小微企业 2 家、生物医药企业 8 家、较大的医药生
产企业 5家。

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今后，商州区将继续扶持龙头
企业、专业合作社和产业大户，抓紧建设商州区中药材交
易市场及仓储物流园，持续提升中药材产业附加值，强化
品牌塑造和推广，
争取在“十四五”
末实现中药材种
植面积达到 35 万
亩、增加产值 5 亿
元的目标，全力推
进中药材产业高
质量发展。

商州 中药材产业的“链变”之路
本报记者 肖 云

早春时节早春时节，，漫山遍野的连翘花成为商州一道独特的风景漫山遍野的连翘花成为商州一道独特的风景。。

药农田福民的仿野生种植中药材基地药农田福民的仿野生种植中药材基地

商州区大赵峪街道刘河村的中药材育苗基地商州区大赵峪街道刘河村的中药材育苗基地

镇安县瑞丰农业有限公司发展肉牛产业带农增收镇安县瑞丰农业有限公司发展肉牛产业带农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