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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6月 12日

星期四特色产业

■ 李向原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健康

中国建设的重要支撑。近年来，山西省长

治市深入实施中医药强市战略，坚持传承

精华、守正创新，充分利用道地药材产地优

势，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有效推动中医

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政策持续发力，锚定中医药发

展高地

为加快推进中医药强市建设，长治市

成立中医药强市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

中医药强市工作机制和投入机制，制订出

台《长治市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示范试点

项目实施方案》《长治市中医药医疗服务能

力加强工程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

深入实施杏林技术传承、太行英才培养、服

务模式创优、数智技术赋能、岐黄文化弘

扬、管理体系创新“六大工程”，高规格、深

层次、多维度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截至目前，长治市共有中医医疗机构

13家、中医诊所（室）246家，省级名中医工

作室 22 个，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均设置“中医药馆”，实现了中医药服务

全覆盖。

立足资源禀赋，深耕中医药特

色品牌

药材好，药才好。长治地处太行山脉

和太岳山脉之间，独特的地理气候孕育了

丰富的中药材资源，是全国著名的“北药”

重要产区，也是全省唯一的国家特色农产

品（中药材）优势区，被誉为“神农故里、中

药之乡”，拥有野生中药材 600多种。

长治市以道地药材资源开发为基础，

狠抓种子种苗繁育、标准化种植、林下中药

材种植、野生抚育、药茶原料、加工开发等

六类基地建设，加快中药材产业区域化布

局、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全市人工种

植中药材 100 余种，种植面积达 150 多万

亩，其中大宗道地药材 12 种，连翘产量占

全国 25%，党参、苦参产量占全国 20%，筑

牢了中医药产业发展根基。

通过一系列培育扶持措施，长治市现

有中药材生产加工企业 105 家、合作社

304 家，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1 个、

省市中药材产业示范园区 37个，形成了以

中药饮片、中成药、药食同源、药茶、中药化

妆品等为主的 9大类 500余种产品。其中，

长治上党党参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振

东苦参注射液、正来潞党参口服液入选国

家卫健委疗效独特中药名单。

坚持引育并举，建强中医药人

才队伍

近年来，长治市不断完善中医药人才

队伍建设，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定期举

办中医药业务知识讲座、临床技能培训等

活动，提高基层中医药人员的专业素养和

临床技能。通过健全人才激励评价机制，

为中医药高层次人才提供优厚的薪酬待

遇、职业发展机会和科研支持，创造更加有

利于专业人才成长的政策、环境、条件，为

中医药人才培养提供可持续发展保障。

与此同时，长治市持续加大高端中

医药人才引进力度，柔性引进中医博士

17 名，成立以王琦院士为主任的长治市

中医药传承创新治未病示范中心；建立

中医基础研究室，深入研究当代晋东南地

区师怀堂、刘绍武、李定明等 7 位中医名

家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发展壮大上党

中医学术流派；建立 2 个市级师承教育基

地，以县区中医院为基础建立 11 个县区

级师承教育基地，中医药人才队伍进一

步提质增量。

长治持续擦亮
“中医药之乡”金字招牌

■ 唐先刚

在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的青山

秀水间，沙尖子镇的铁皮西红柿如红宝石般缀

满藤蔓。这片沃土孕育的珍果，皮薄肉厚、酸

甜沁心，既是农户们用匠心浇灌的“致富果”，

更是山水灵秀孕育的“黄金果”。

近日，本溪市统计局调研组走进桓仁县尖

沙子农村合作社，调研西红柿种植产业发展现

状。调研组通过实地走访、数据采集及与农户

深度访谈等方式，系统梳理“沙尖子西红柿”品

牌的技术发展脉络，精准识别其产业转型面临

的瓶颈问题。通过构建技术赋能服务体系，为

传统农业注入创新动能，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

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十七年深耕铸就“柿”业名片

走进尖沙子合作社的设施农业大棚，成片

的西红柿藤蔓整齐排列，红绿相间的果实挂满

枝头。“我们的西红柿口感好、耐运输，合作社统

购统销，根本不愁卖！”合作社负责人李女士自

豪地介绍道。该合作社成立于 2008年，依托水

库移民政策与国家专项资金支持，逐步发展成

西红柿种植基地。

据李女士介绍，合作社通过多年实践，攻克

土壤氮肥超标难题，成功培育出适应性强、品质

优良的“沙尖子西红柿”，形成区域特色品牌。

值得关注的是，当地创新推行“合作社+农户”

产业化模式，通过“统一标准、技术指导、订单收

购”形成产销闭环。农户按标准种植，采摘后直

送合作社统销，既规避市场风险，又通过“保

底+溢价分成”保障收益。该模式整合资源、稳

定产销，为特色农业规模化发展提供了可借鉴

路径。

当地大棚种植以水果柿子为主导品种，并

基于市场需求动态优化种植结构，形成“主栽品

种+灵活调优”的产业布局。据测算，单棚年均投

入成本约5000-8000元，对应年均收益3万-5万

元，投入产出比达 1∶4-1∶6，且在采摘高峰期单

棚最高产量可达 1.5万斤。此外，合作社依托规

模化种植优势，在采摘旺季日均吸纳本地村民

就业 50-80 人，人均日增收 120-150 元，通过

“土地流转+务工收入”双渠道带动农户年均增

收超 2万元，有效激活乡村闲置劳动力资源。

欣欣向荣背后的发展瓶颈

尽管“沙尖子西红柿”已形成品牌效应，产

业规模与农户收益呈现增长态势，但繁荣表象

下，危机正悄然滋生。

“以前一棚能收 1.5 万斤，现在精心照料

也只能勉强过万斤。”农户老张指着略显板结

的土壤感叹，“地累了，柿子的劲头也弱了。”

调研中发现，长期单一化种植导致土地氮肥

过度消耗，土壤退化成为当地制约产能的核

心难题。

“路远了，新品种的‘胆子’就小了。”大棚

距县城车程超 1 小时，崎岖山路让高附加值品

种试种步履维艰。“蓝莓、草莓价高但运输损耗

大，我们不敢冒险。”合作社李女士坦言。现有

“水果柿子”虽收益稳定，却难抵市场同质化竞

争压力。

“换品种得从头学技术，万一卖不出去，全

家生计咋办？”农户老张的担忧道出了农户们普

遍心声。农户对新品种试种持谨慎态度，新品

种试种成本高、销路不确定性大，让传统种植模

式“惯性”难破。

三维赋能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

针对土壤板结难题，调研组结合桓仁县

农业发展实际，创新提出“三维赋能”方案，

通过生态修复、数字技术、机制创新三大维

度构建技术—产业协同体系，进而推动产业

突围：

生态修复赋能，绿肥轮作重构土壤生态。

引入“绿肥+”提质增效技术，减少 20%-30%化

肥流失，缓解土壤退化问题，同步实施“土壤消

毒+秸秆生物反应堆”创新技术，在桓仁县沙尖

子镇试点垄沟铺秸秆撒菌种法，增温 4℃至

6℃、提高二氧化碳浓度，改善土壤结构，试点大

棚增产 40%。

数字技术赋能，智慧监测重构生产范式。

引入智能滴灌与土壤监测系统，推广水肥一体

化、设施环境调控、病虫害绿色防控及采收分级

标准等技术应用；采用田间传感器实时监测土

壤湿度、EC值等 12项指标，AI算法自动生成水

肥配比方案（误差<2%），较传统漫灌节水 35%、

节肥 25%，土壤板结率下降 28%。

机制创新赋能，联农协作打通转型链路。

联合辽宁农业科研院所组建西红柿产业专家

团队，采取“首席科技特派员+特派团+农民技

术员”的服务模式，强化科技助农，在提升产品

品质的基础上，推动种植茬口由“一年一茬”升

级为“一年两茬”，试点大棚产量翻倍。专家团

队聚焦土壤板结问题精准发力，为农户提供新

品种试种全程技术指导，同时协调农产品加工

企业建立保底收购机制，以“技术托底+市场

托底”双保险模式鼓励农户尝试高附加值品

种，降低农户转型成本，提升试种成功率，畅通

转型链路。

闯出产业突围新路子
——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西红柿种植业发展调研小记

■ 张燕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广袤的

戈壁滩上，生长着一种独特的植物——戈宝红

麻。这种植物耐寒、耐旱、耐盐碱，不仅能在恶

劣环境中顽强生存，还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和

生态效益。近年来，阿勒泰市将戈宝红麻作为

特色产业重点培育，通过“企业+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推动规模化种植和深加工，使这一

“红色瑰宝”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截至

2024年底，阿勒泰市戈宝红麻种植面积已超过

2 万亩，带动数千农牧民增收。随着产业链条

的不断延伸，戈宝红麻逐渐成为当地农业经济

的新亮点。

生态治理焕发戈壁新生机

阿勒泰市为治理荒漠化生态，创新引入耐

旱植物戈宝红麻，在修复退化草场、固沙防风的

同时，培育了特色生态产业。

在生态治理领域，2006 年，在当地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阿勒泰市成立了阿勒泰戈宝茶有

限公司，先后建设罗布麻生产基地 260 亩，建

设了世界唯一的罗布麻野生种质资源保护区

123 亩，人工种植罗布麻 2.18 万亩。戈宝红麻

种植有利于降低土壤盐分和电导率，抑制荒漠

土壤盐渍化。据阿勒泰戈宝茶有限公司技术

部经理介绍，经过规模化人工种植，植物群落

高度提高 4倍，盖度提高 3倍，总碳储备量提高

23%，植被碳储量增加 4倍，土壤微生物总量增

加 76%，水分利用效率提高 60%，土壤风蚀模

数降低 80%，人工种植的罗布麻大大提高了戈

壁荒漠防风固沙能力。戈宝红麻的大规模种

植，让曾经风沙肆虐的戈壁滩逐渐披上绿装，

实现了生态修复。

在产业发展领域，阿勒泰市戈宝红麻产业

已形成集种植、研发、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

业链发展模式。目前，依托新疆戈宝麻有限公

司等龙头企业，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当地已成功

实现了罗布红麻大规模仿生种植，研发生产了

戈宝红麻功能茶、保健功能服饰、护肤品等系列

产品，形成了集种植、研发、生产、运营于一体的

大健康全产业链条。

科技赋能强化产业新支撑

阿勒泰市依托科研院所搭建科技共享平

台，持续推动戈宝红麻产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

化，形成“科研支撑—技术突破—产品升级—荣

誉认证”的发展体系。

2018年，阿勒泰市成立新疆罗布麻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红麻），获得戈宝茶有限公司自

主知识产权 30 余项，承担国家、自治区各类

科研推广项目 30 余项，成果转化率达 100%。

研发生产戈宝红麻保健茶 3 个系列 27 个单

品，罗布麻保健功能服饰 4 个系列 100 个花色

品种。2024 年，依托新疆罗布麻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的创新优 势 ，阿 勒 泰 戈 宝 茶 有 限 公

司成功开发戈宝红麻精深加工新工艺 5 项，

新 增 专 利 授 权 8 个 ，进 一 步 巩 固 了 产 业 技

术壁垒。

阿勒泰市戈宝红麻有限公司始终将自主

知识产权研发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战略，并先

后获得多项荣誉。2016年，获得自治区科学技

术进步二等奖；2020 年，被认定为“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021年，

入选“国家级绿色工厂”；2022 年，“拯救罗布

麻 健康千万家”工程获得中国农业电影电视

中心乡村振兴赋能计划优秀案例；2025 年，阿

勒泰戈宝红麻罗布麻茶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

产品名录。

此外，为充分利用互联网拓宽产品销路，阿

勒泰市积极采用“互联网+”的营销模式进行推

广经营。2024年，戈宝系列产品线上销售额突

破 2000 万元，同比增长 35%，市场版图扩展至

长三角、珠三角等高端消费区域。

农旅融合铺就金色致富路

近年来，阿勒泰市大力实施“旅游兴疆”战

略，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入挖掘优秀旅

游文化资源，通过生态与旅游深度融合，提升

戈宝红麻花特色农副产品效益。如在戈宝红

麻花海海景区举办戈宝红麻花海文化旅游节、

千里画廊·百车自驾等活动，形成以戈宝红麻

生态产业为特色，集观光旅游、民俗展示、科普

体验为一体的戈宝红麻花海生态旅游圈。

2024 年，阿勒泰戈宝红麻花海 3A 级生态旅游

景区吸引游客 10 万余人次，带动戈宝茶等产

品销售 50余万元。

昔日寸草不生的戈壁滩阿拉哈克镇，如今

已经成为繁花似锦的花海，戈宝红麻产业的发

展，让当地农牧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每年

生产季节，当地会为农牧民开展实践操作技术

及田间管护方面批量化培训，年培训农牧民

200余场次、雇佣当地农牧民上万人次、发放农

牧民工资 500余万元。此外，通过土地流转、务

工和分红，周边农户年收入增长 30%以上。

小小的戈宝红麻，正以点点“红花”点亮乡

村振兴的新希望，成为阿勒泰市高质量发展的

生动实践。今后，阿勒泰市还将继续扩大种植

规模，加强产学研合作，开发更多高附加值产

品，推动品牌国际化，借助“一带一路”机遇，让

戈宝红麻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戈壁滩上的“红色瑰宝”
——阿勒泰成功探索“生态产业化”可持续发展之路 ■ 宋继忠

走进江西省永丰县潭头乡千亩莲塘，

碧波荡漾，植保无人机低空掠过水面精准

施药，党员农技员正指导农户进行病虫害

防治。近年来，潭头乡以白莲产业为核心

引擎，以党建链串起产业链、创新链、致富

链，让传统白莲产业焕发新生机，走出了一

条特色产业富民之路。2024年，全乡白莲

种植面积近 4000 余亩，年产量达 1000 吨，

年产值突破 1500 万元，带动 400 余户农户

年均增收超 2万元。

党建引领+联农机制，夯实产业根基

近年来，潭头乡党委将“红色堡垒”筑

在产业一线，依托白莲、脐橙、油茶三大特

色产业，成立“三色”产业党支部，并下设

“橙、绿、白”3个特色产业党小组。当地积

极构建起“乡党委主导、村‘两委’协同、农

民主体、社会参与”的发展新模式，打造

“1+3+N”组织体系（“1”即产业党支部，“3”
即产业党小组，“N”即若干经营主体），培育

储备45名“三色”产业人才组成“吉先锋”志

愿服务队，为该乡白莲产业发展注入强劲

动能。今年以来，“三色”产业党支部累计

为群众解决种苗优选、冷链仓储等 10余个

难题，为白莲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密切党群联系，潭头乡推行了“三张

清单”工作法——种前发放宣传单普及种

植知识，种时收集需求单精准对接服务，种

后建立销售单畅通产销渠道，确保白莲产

业全链条高效运转。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

头开展结对帮扶，为村民提供技术指导、政

策解读和销路保障。“多亏了党员结对帮

扶，我家莲田亩产提高了 30%！”官田村村

民陈国林指着种植示范基地感慨道。

同时，潭头乡创新采用“加工作坊+农

户”的合作模式，促进白莲产业快速发展。

各白莲加工作坊免费为村民提供莲种，并

在莲子成熟后，以市场价格优先收购农户

的莲子，消除莲农的后顾之忧。据统计，该

乡白莲种植面积从 2014年的 300亩增长到

目前的 4000 亩，10 年间增长近 13.3 倍，呈

快速增长趋势。

科技赋能+机械化作业，提升产

业质效

在卧龙畲族村白莲基地，无人机喷药作

业已成为常态，单架无人机每日作业面积可

达300余亩，大大提升了白莲管护效率。据

介绍，潭头乡积极推动白莲产业向专业化、

规模化方向发展。从下种、管护到采收、加

工，智能农用机械广泛应用，近20家加工坊

引入自动化剥壳机、通芯机、烘干机，加工效

率提升 5倍。卧龙家祥加工点投资 10万元

建成标准化烘干车间，年加工能力达50吨。

“无人机植保效率较人工提升20倍，机

械化让种莲更轻松！之前请人 120元/天，

1 天最多可打药 4-5 亩，现在使用无人机

几分钟就搞定了，而且 10元/亩，效率大大

提升的同时成本也降低了。”潭头畲族村种

植大户戴绵旺算起了效益账。目前该乡白

莲产业综合机械化率达 65%，较传统种植

节本增效超 35%，极大增加了莲农收入。

此外，潭头乡聚焦技术革新与生产效

率提升，大力采用“良种+良法”双轮驱动，

不断推广高产栽培模式和科学田间管理技

术。为破解传统莲种产量低、收入不高等

难题，当地积极推广白莲“太空 36 号”二

代，该品种具有产量高、莲子饱满、品质优

良等特点。同时，农技人员定期深入田间，

为种植大户开展施肥、病虫害防治等技术

指导，确保莲农熟练掌握关键种植技术。

品牌强链+农旅融合，激活产业动能

潭头乡近年来着力构建完整的白莲产

业链，目前已建成 20个白莲加工坊和 3个

专业合作社，实现了全乡白莲种植、加工、

销售一体化发展。

同时，潭头乡坚持以品牌建设撬动市

场增量，注册“孤江浓”商标，通过“统一品

种、统一加工、统一品牌、统一包装”的运营

模式，精心打造“潭头白莲”地域品牌。借

助网红直播等新兴营销方式，推动“潭头白

莲”知名度不断提升。当地创新推出“电

商+直播+文旅”销售模式，通过电商平台销

售白莲产品，来自浙江、福建等地的订单纷

至沓来，产品供不应求。如打造樟树埠网

红直播示范点，吸纳网红大咖 4名，培育乡

村新农人约10人，通过视频、直播等方式向

外推介荷花，不少游客慕名前来，通过荷花

观光、莲子采摘、购买土特产莲子和莲芯等

项目，带动当地餐饮、民宿增收约10万元。

从“卖莲子”到“卖品牌”“卖风景”，潭

头乡通过“党建链”串起“产业链”，用“科技

链”提升“价值链”，以“融合链”拓展“市场

链”，小小白莲成为潭头乡乡村振兴的致富

产业，让村民吃上了“生态饭”“旅游饭”。

千亩荷塘绘新景
——江西省永丰县潭头乡发展白莲产业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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