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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业发展综述♦

广西河池市中药材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

韦国旺1,龙 跃1,邹 蓉2,谢夙夙1,韦 霄2**

(1.河池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广西河池 547000;2.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广西桂林 541006)

摘要:中药材产业是我国重要的民族产业之一,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通过广西河池市

中药材种植面积、种植品种和新型经营主题培育、产业融合模式等方面总结其产业发展现状,指出河池市中药

材产业面临着产业优势发挥不充分、创新发展不足、产业配套体系尚未健全等问题,提出强化科技支撑、完善产

业发展规划、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健全产业发展体系等措施,为全面推动河池市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多元化发展

提供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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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药(中医、中药)是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国家科技发展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1]。中药

资源是我国人民在长期与自然及疾病作斗争的过程

中利用当地自然资源的经验总结,是中华民族的文化

瑰宝[2]。广西是我国传统道地中药材产区,是我国重

要的中药材主产区。中药产业也是广西的支柱产业

之一[3]。

  广西是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少数民族药用

资源也非常丰富,壮药、瑶药、苗药、仫佬族传统药等

在中医药的使用中占有一席之地[4]。结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发布的《全国道地药材生产基地建设规划

(2018-202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促进全区中药材壮瑶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

方案》,提出要优先发展市场需求量大、广西资源禀赋

好、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壮瑶药材品种。坚持优势区域

重点发展,推进中药材壮瑶药材“一县一品”和“一品

一产”战略实施,划定各个品种重点发展区域,优先扶

持发展,打造道地药材生产基地。

  河池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地处云贵高

原南麓,为低纬度气候带;属亚热带季风区,热量丰

富,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无霜期长,雨热同期[5]。河

池是一座多民族聚居的城市,全市有壮族、汉族、瑶
族、仫佬族、毛南族、苗族、侗族、水族等8个世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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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中医药、民族医药资

源,形成了得天独厚的中药材发展优势。近年来,河
池市通过民族医药特色资源在扶贫产业上的重要支

撑作用[6],为其成为中国首个地级世界长寿市奠定基

础。为更好地促进河池市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切
实把中医药壮瑶医药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
用好,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和数据收集等方法对河池市

中药材产业发展现状、发展优势和发展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进行系统整理和分析,并提出产业发展对策和建

议,为河池市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1 河池市中药材产业现状

1.1 中药材种植呈现品种多、分布广的特征,经营主

体分散

  据河池市农业农村局统计(数据未公开),截至

2021年末,河池市中药材种植面积为48.7万亩(1
亩≈666.7

 

m2),其中当年新种植11.9万亩,当年产

量7.4万吨,产值9.4亿元。2022年中药材春播面

积10.48万亩,共种植品种达80余种,其中面积最大

的是八角(Illicium
 

verum),达26.57万亩。截至

2022年7月末,全市已收获中药材1.87万吨。种植

的品种中,面积1万亩以上的有8个品种,分别为青

蒿(Artemisia
 

annua)、猫豆(Mucuna
 

pruriens
 

var.
utilis)、火麻(Cannabis

 

fructus)、大通草(Tetrap-
anax

 

medulla)、广豆根(Sophorae
 

tonkinensis)、十
大功劳(Mahonia

 

fortunei)、吴茱萸(Evodia
 

rutae-
carpa)、山花椒(Zanthoxylum

 

schinifolium)[7],面积

1
 

000亩以上的品种有22个,面积100亩以上的品种

有62个。具一定规模的种植基地55个,分布在全市

11个区县,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南丹县茂晨农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在南丹县城关、大厂、芒场、八圩等乡镇

的广豆根基地8
 

500亩,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全和中药

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各乡镇的青蒿基地9
 

490
亩,东兰县丰承花椒种植专业合作社在大同乡的花椒

基地2
 

902亩,其余较为分散。

1.2 规模化生产基地逐年增多,品种种植区域逐渐

集中

  全市由企业、合作社、大户等组织种植的规模化

中药材生产基地,从2016年的37个增加到2020年

的56个,同比增长10.3%(数据来源:河池市农业农

村局,未公开)。广西凤山县核桃林下种植十大功劳

基地、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广豆根特色中草药种植示范

基地列入“广西第一批中药材示范基地”名单;金城江

区铁皮石斛(Dendrobium
 

officinale)原生种野生抚

育示范基地、凤山县道地药材八角种植示范基地列入

“广西第二批中药材示范基地”名单[8]。环江毛南族

自治县广豆根特色中草药种植示范基地通过广西第

一批“定制药园”评定。巴马赐福湖长寿岛景区入选

广西首批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广西河池市罗城

县棉花天坑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入选广西第二

批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大化瑶族自治县大化民

生幸福家园中医药特色医养示范基地入选广西第二

批中医药特色医养结合示范基地。

  经过多年的发展,河池市已形成罗城、天峨、凤
山、东兰、环江、巴马、南丹等7个中药材主产县,种植

面积占全市的70%以上。品种区域布局逐渐集中,
特色更加明显,其中罗城青蒿9

 

692亩,凤山及巴马

火麻3万亩,巴马肉桂(Cinnamomum
 

cassia)
 

6
 

000
亩,凤山十大功劳8

 

000万亩,宜州广佛手(Citrus
 

medica)
 

2
 

000亩,金城江、罗城、南丹山花椒1.4万

亩,种植面积均占全市的60%以上。已经形成以八

角、火麻、山花椒、青蒿、肉桂、广佛手、生姜(Zingib-
eris

 

rhizoma)、广豆根等集聚桂西多样特色道地中

药材区和桂中传统道地中药材区。

1.3 中药材种植产量和产值取得较好成效

  据河池市农业农村局统计(数据未公开),2021
年河池市中药材产量达7.4万吨,产值为9.4亿元,
主要中药材品种产销情况见表1。
表1 2021年广西河池市主要中药材品种产销情况

Table
 

1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situation
 

of
 

major
 

varieties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n
 

Hechi
 

City,Guangxi
 

in
 

2021

序号
Number

品种
Variety

种植面积/
(hm2)
Planting

 

area/(hm2)

本期产量/
(t)

Current
 

produc
tion/(t)

销售金额/
(万元)

Sales
 

amount/
(ten

 

thousand
 

yuan)

1 Illicium
 

verum 17
 

717.97 19
 

052.70 19
 

767.08

2 Cannabis
 

fruc-
tus 2

 

348.10 411.85 665.25

3 Mucuna
 

pru
riens

 

var.utilis 1
 

786.68 2145.30 1
 

856.78

4 Zanthoxylum
 

schinifolium 1
 

743.32 377.76 2
 

035.33

5 Sophorae
 

tonkinensis 1
 

059.13 1
 

579.77 5
 

412.03

  根据本次实地调研和走访获悉,全市中药材产销

大体上呈现供不应求的势头,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及农业公司等中药材种植新型主体在带动中药材产

业发展中起关键作用,如天峨县的橘红(Citrus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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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种植基地,走内种外销的形式。新型主体对内

与农户订立合同,提供技术服务与产品收购,对外联

接市场,提供产品信息销路。东兰县采取“企业+基

地+农户”的种植经营模式,依托当地龙头药企广西

河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实现中药材产业发展“种、
产、研、销”一体化,产业链齐全,有技术依托,有市场

需求,整个中药材产业得以更健康可持续发展。

1.4 产学研协作,产业发展成果初显

  河池市大力挖掘中药材产业潜力,积极与区内外

的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开展科技合作。广西河丰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制药的用料需求建立相应的中药

材种植基地,配套种苗培育基地,开发独立的自研产

品,如人工培育种植岩黄连(Corydalis
 

saxicola)、山
乌龟(Stephania

 

epigaea)、天门冬(Asparagus
 

co-
chinchinensis)等,并与广西大学、广西中医药大学、
壮瑶药创新协同中心、广西药用植物园、广西壮族自

治区食品药品检验所开展战略合作,加大对公司产品

基础研究和科技攻关,从源头把控原料,提高产品的

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与科研院所共同实施的科研项

目“壮药基础及其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获得2020年

广西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广西凤山县佳弘种苗

有限公司与广西大学、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研究

院、广西药用植物园、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广

西植物研究所合作,采集野生十大功劳种子进行人工

驯化育苗,在石漠化地区核桃林套种取得成功;2019
年5月,广西地方行业标准《石漠化地区核桃林下套

种十大功劳栽培技术规程》颁布,其独立实施的项目

“桂西北核桃产业可持续发展技术模式创建与示范”
荣获202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科学技术进

步奖三等奖[8]。

1.5 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日趋显现

  据调研统计,河池市目前具有医药规模以上企业

8家,2021年全市规模以上医药产业4.96亿元,同比

增长20.92%。主要重点企业有广西河丰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广西济民制药有限公司、广西五和博澳药

业有限公司等,其中,广西河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具

有国药准字号药品批文69个,全国独家产品2个,准
全国独家产品4个,36个品规进入全国医保目录,是
广西唯一能生产麻精药品的企业;广西五和博澳药业

有限公司是北京五和博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其产品桑枝总生物碱片是我国第一个自主创新

的口服降糖药,于2020年3月17日获得国家批准,
取得新药证书和生产批件。各制药企业已连续多年

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也将成为带动我市中药材产业发

展的中坚力量。

2 河池市中药材产业发展优势

2.1 中药材品种丰富,地方特色明显

  根据第四次全国中药材资源普查结果,广西有药

用植物7
 

506种[9],其中河池市1
 

988种,占广西总数

的26.49%,是广西中药材资源第一大市。河池市的

广西特有药用植物及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

录的珍稀濒危药用植物较多,以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为

例,域内有长瓣蜘蛛抱蛋(Aspidistra
 

longipetala)、
地枫皮(Illicium

 

difengpi)、基心叶冷水花(Pilea
 

basicordata)、马山地不容(S.mashanica)、蝴蝶藤

(Passijlora
 

papilio)、柱果猕猴桃(Actinidia
 

cylin-
drica)、多 叶 越 南 槐 (Sophora

 

tonkinensis
 

var.
polyphylla)、广西姜花(Hedychium

 

kwangsiense)
等广西特有药用植物11种;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名录的珍稀濒危药用植物有19科43属66种,
如红豆杉(Taxus

 

wallichiana
 

var.chinensis)、南方

红豆杉(T.wallichiana
 

var.mairei)、金毛狗脊(Ci-
botium

 

barometz)、地枫皮、短萼黄连(Coptis
 

chinen-
sis

 

var.brevisepala)、八角莲(Dysosma
 

versipellis)
等[10,11]。此外,十大功劳、铁皮石斛、红豆杉等主产

道地药材占比高达90%以上,已具有明显的规模化

优势[6],而且十大功劳、广豆根属于广西重点发展的

传统道地药材品种,为中医临床用药之一,是河池市

具有保护和发展资质的本地药材品种。河池市凤山

县本地广豆根有效成分含量达国家药典规定量的

3-4倍,市场认可度高,产品供不应求,潜力巨大,类
似的 还 有 十 大 功 劳、莪 术(Curcuma

 

phaeocaulis)
等[8],这些品种品质独特,种植技术成熟,群众基础

好,具有明显的优势。目前,广豆根、十大功劳、大通

草等中药材远销北京、上海、深圳等市。

2.2 政策导向明显,产业发展基础逐步完善

  2022年6月,河池市委、市人民政府出台了《河
池市促进中医药民族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实施方案》,
为河池市中医药壮瑶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撑和保障。2021年5月,河池市委、市人民政府

组织召开全市中医药大会,为推动全市中医药事业发

展扶持和传承创新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其中对中药材

产业发展明确了指导思想,提出了具体目标和工作措

施,并将工作责任及任务落实到具体部门。目前河池

市已建成4个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和1个定制药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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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1个投资规模大、创新带动强、产业链长的粤港

澳大湾区巴马特色中医药民族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大

健康项目,形成产业发展集聚态势。以“传播中医药

健康文化,提升民众健康素养”为主题,分别在金城

江、宜州、南丹等地举办中医中药中国行活动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大型宣传主题活动10余场,同
时开展爱心义诊活动,宣传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医药法》和中医药知识,以“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
的宣传方式,发放资料15万份,受益人数达200万人

次。依托市级中医医院,开展“中医药民族医药适宜

技术大讲堂”巡讲活动,在全市举办适用技术培训班。
全市加大中医院建设力度,新建中医医院10家,其中

已投入使用9家,在建1家;2020年用于中医药机构

的经费投入达1
 

000多万元,其中河池市中医医院获

中央补助广西中医特色康复服务提升建设项目30万

元,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中医医院获中央补助广西县域

医共体试点建设项目100万元;2017-2021年全市

投入1
 

940万元建设97个“中医馆”项目,进一步完

善基层中医医疗服务体系。

2.3 产学研融合产业模式创新,科研示范基地支撑

能力加强

  依据第四次全国中药材资源普查,明确河池市重

点中药材发展品种目录,强化政策和项目支持,建立

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广西

药用植物园、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科学研究院和广西

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为技术后盾和科研支撑,各类

种苗公司共同参与的特色中药材良种繁育推广体系。
在创新中医药壮瑶医药传承发展服务理念的同时,积
极引进优质中草药材种植技术,并提供从科学育种到

回收加工产业一条龙服务,不断壮大中药材种植加工

产业链。种植面积由2012年全市零星种植的3
 

000
亩增加到2019年核心区的5万亩,其中环江毛南族

自治县水源镇水源社区龙柱屯建有2
 

400
 

m2 标准化

温室大棚4个,水源镇里腊村大乐屯建有4
 

500
 

m2

温室大棚及150亩种子繁育基地,年繁育广豆根种苗

500万株以上。凤山县仿野生种植十大功劳(野生种

苗培育)6
 

700亩、广豆根(野生种苗培育)1
 

700亩、
莪术(野生种子培育)2

 

200亩。

2.4 依托国内广阔市场,中药材产业发展韧性强

  中医药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它产业链长、关联

度大,对区域经济有很强的带动作用。中医中药是国

粹,发展中药材产业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举

措,也是全区健康产业发展的支柱之一,符合全国广

大消费者养生保健的需求。当前人类疾病谱的改变

以及“回归自然”潮流的兴起,给我国中医药产业带来

了发展机遇,我国已将中医药现代化作为医药产业发

展的重点予以支持,加之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

情的过程中,中医的突出疗效得到印证,中药材需求

将会逐步扩大。国内广阔的中药材市场空间为河池

市中药材产业创造巨大潜力。

3 河池市中药材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产业吸引资本能力弱,发展潜力及优势发挥不

充分

  河池市中药材良种保护繁育推广和标准化种植

基地建设缺乏项目资金有效支持,产业链尚未发展成

熟。行业主管各部门在中药材产业发展方面统一规

划指导不足,协同作战不够,整体推进力度不强。此

外,从事中药材种植、加工、销售的普遍为专业合作社

和中小企业,资金投入能力不足,产业特点对民间资

本吸引力弱,经济体抗风险能力较低,影响了产业发

展深度;虽然种植的药材种类多,但是育种力量较弱,
繁育体系不完善,基地建设薄弱,品种推广服务力度

不够,社会认知广度不足,无品牌效应,对中药材采购

加工企业缺乏吸引力,难以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这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河池市中药材产业的布局和发

展,使得河池市中药材主导品种优势不明显,区域特

色及优势发展不充分,没有形成中药材产品特色优

势区。

3.2 专业技术人才缺乏,产业创新驱动发展能力

不足

  据马文杰等[12]对广西区内81家中药材种植专

业合作社专业技术人员数量的调研结果表明,专业技

术人 员 为 0-2 人 的 合 作 社 就 达 到 57 家,占 比

70.4%。中药材种植具有严格的技术要求和质量控

制标准,需要专业人员进行指导。全市各级中医药管

理局未设立独立机构和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农业农村

局虽然是指导全市中药材种植产业发展的部门,但是

农业部门职责职能中没有中药材种植方面的内容,机
构内部也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全市缺乏中药材专业技

术人员的现象较为普遍和严重。许多中药材以农户

散种为主,盲目跟风种植价格高的品种,没有因地制

宜地选择适合的品种,种植过程中没有专业指导,管
理不到位,导致低产低质。

  规范化、规模化、产业化的中药材生产基地较少,
种质资源驯化培育良莠不齐,多数药材种子来源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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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留、自繁、自用,提纯复壮不足,品种退化、混杂

严重,中药材特征特性、产量表现、抗性表现差异较

大,品质得不到保障。如野生资源有广豆根、白及

(Bletilla
 

striata)、天门冬、山银花(Lonicera
 

confu-
sa)、青天葵(Nervilia

 

fordii)等道地药材,长期以来

由于对资源合理开发认识不足,缺乏对野生资源的收

集、整理及保护,野生药材资源过度采集,很多名贵野

生药材资源几近枯竭,良种扩繁、野生种子培育任重

道远。现代中药材栽培理论与配套栽培技术等方面

的研究积累不足,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缺乏科学

指导,新品种引进、试验示范,中药材栽培技术的指导

与培训等工作未充分开展,无法满足产业发展需要。
此外,对河池市民间壮瑶药传统技艺和经典名方没有

充分挖掘和整理,不利于传统制药、鉴定、炮制技术及

老药工传统技艺的活态传承,错失产业传承创新发展

优势。

3.3 产品加工能力和水平低,市场风险对产业发展

影响大

  目前河池市中药材龙头企业和中药制剂生产企

业数量少、规模小、实力弱。天峨、罗城、环江中药生

产大县没有中药企业,全市缺乏综合实力强的产业大

型企业,发展后劲不足。大部分中药企业生产经营水

平与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药品经营质量

管理规范(GSP)的要求存在明显差距,缺少精深加工

和“拳头”产品,规模效益难以形成,辐射带动能力弱。
全市中药材质量标准、质量认证、监督检测规范不够

健全,没有规范的标准认证。中药材产品简单,产业

链短、产品附加值低,特别是大宗类优势药材品种,如
金钱草(Lysimachia

 

christiniae)、铁皮石斛、穿心莲

(Andrographis
 

paniculata)、广豆根、金银花(Loni-
cera

 

japonica
 

)、莪术等,高效生产、产品开发和加工

等技术严重不足,效益低。中药材长期储存仓库不

足,绝大多数产品即收即卖或简单加工即卖,局限于

对药材的简单清洗、烘干等初加工层次。上市产品完

全依赖于外地企业和市场,抗短期价格大幅波动和市

场风险能力不足,直接影响中药材产业发展的稳定,
比如吴茱萸,从2017年的每千克300元左右急剧下

降至2020年的每千克20元左右,给农民造成重大经

济损失,影响了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3.4 产业配套体系尚未健全,产业信息化支撑平台

建设滞后

  中药材产业对技术和标准要求高,产业链长,要
求多部门协作和支持,健全完善配套体系。目前全市

中药材产业发展所需的种质资源保护与种苗繁育、种
质技术研究与新产品研发、技术指导与质量检验检测

服务、人才引进与人才培育、市场营销和信息服务等

配套技术体系尚未健全。虽然全市有4个自治区级

和10个市级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但是能有效开展

产学研融合发展的不多,依托基地的技术研究体系建

设尚未形成。全市尚未建立有效运行的中药材产业

信息平台,市场与农户间的信息传递不畅,生产与需

求脱节,市场的引导作用没有发挥,多数农户对中药

材种植缺乏市场、价格、供求方面的信息,难以把握种

植机遇,经常受市场价格波动冲击,生产积极性不高,
推进产业信息化保障措施有待加强。

4 河池市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策略

4.1 强化科技支撑,建立药用植物科学研究和人才

培养平台

  科技支撑是以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为基础,
以科技项目为依托,聚集科技资源并以长期、稳定的

科技、人才、资金等关键要素的支持为保障的发展策

略,其目的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实用技术和推进技

术创新,最终加快产业的成果转化,提高产业的综合

竞争力[13]。河池市气候复杂多变,地质组成多样,分
布着众多的典型喀斯特地貌,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

性,应充分利用植物资源禀赋,构建完善的产业技术

创新体系。以喀斯特岩溶药食同源植物为主要研究

对象,建立岩溶药用植物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种质

资源库和成果转化中试基地等科研平台,发挥创新平

台的人才载体作用,引育创新团队和人才,开展生物

多样性科学观测和药用植物种质资源调查、收集保存

和遗传研究,加快中医药壮瑶医药成果转化和应用示

范,为广西喀斯特生态脆弱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及中药

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数据和技术支撑。

  建设特有、珍稀濒危品种保育基地,开展就地保

护、迁地保护及人工驯化种植技术研究,利用高能物

理诱变和杂交等技术进行目标物种遗传改良,扩大药

用植物种群。建立“育-繁-推”良种繁育基地,开展

中药壮瑶药材和道地药材筛选驯化、提纯复壮、规范

化种植和展示示范,培育一批抗性强、质量稳定的良

种,推广中药材生态种植、野生抚育和仿生栽培,尤其

是发展林下生态种植示范。整合科技力量,联合实施

种植、加工、新产品开发等共性关键技术攻关,为中药

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技术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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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强化政府引导,建立多元投入机制和完善产业

发展规划

  在 河 池 市 的 常 住 人 口 中,少 数 民 族 人 口 为

282.64万人,占83.89%,其中壮族最多,同时又有巴

马、都安、大化3个瑶族自治县,因此,河池市是壮瑶

文化的历史汇集地,有着厚实的壮瑶文化底蕴和壮瑶

医药基础。根据第四次全国中药材资源普查结果,广
西已查清中药资源植物物种超过1

 

000种的县城有

14个,数量排名全国第一,其中有3个县归属于河池

市,分别是凤山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及罗城仫佬族

自治县[14]。广西目前已查清的壮药超2
 

200种、瑶
药达 1

 

300 余 种,仫 佬 药 464 种、毛 南 药 167
种[10,11,14]。建立具有本地特色的中医药发展多元投

入机制,统筹安排中医药事业发展经费并加大支持力

度,强化政府对产业的引导作用,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中医药壮瑶医药和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等相关产业投

资。加强政府各职能部门的统筹协作,推动实施壮

族、瑶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振兴计划。大力发

展专业交易市场、信息服务、仓储物流和电商平台,构
建产业集群。实行工作专班和联席会议机制,统筹中

药产业、医药制造业和健康服务业协调发展,促进产

业融合,实现产业全要素共生发展。设立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引导、优化中药材产业空间布局和品种结构,
重点发展郁金(Curcuma

 

aromatica)、葛根(Puerar-
ia

 

edulis)、天 麻(Gastrodia
 

elata)、生 姜、板 蓝 根

(Isatis
 

tinctoria)、青蒿、猫豆、火麻等河池市独有的

优势名贵品种,支持发展岩黄连、鸡血藤(Spatholo-
bus

 

suberectus)、鸡骨草(Abrus
 

cantoniensis)、莪术、
广豆根、两面针(Zanthoxylum

 

nitidum)、天门冬、金
钱草等道地品种,鼓励开发牛大力(Millettia

 

spe-
ciosa)、铁皮石斛、木鳖子(Momordica

 

cochinchinen-
sis)等新兴品种。创建特色产品优势区,推动优势品

种向优势产区集中,辐射带动中药材产业发展壮大。

4.3 强化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和

产业融合新模式

  发展现代农业、推进产业扶贫,需要进一步发挥

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15]。巩固和强化企业的产

业发展主体地位,大力引进行业龙头企业,培育新型

市场经营主体,健全行业社会组织。推行“公司+基

地+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重点扶持、培育产业

龙头企业,引进规模大、实力强的中药饮片加工企业

和中成药生产企业,带动产业由原材料生产向精深加

工转变。延伸产业链,开发中药材功能性食品及保健

品,提高产品附加值。大力提升中药材产地初加工水

平,鼓励中药企业在产地建设加工基地,加强采收、净
选、切制、干燥、分级、保鲜、贮藏等设施建设,打造一

批产地初加工示范基地。在中药材品种资源调查的

基础上,以金城江、环江、罗城、南丹、都安、凤山、巴马

等野生资源丰富、发展种植基础条件好的7个区县为

核心,大力发展推广广豆根种植,做大广豆根中药材

品牌。重视产业融合,促进中医药与西医药相互补

充、协调发展,坚持中医药医疗、康养、研学、文化与旅

游等产业协调发展。推动更多的中药材饮片、中成药

品种列入医保目录;培育现代中药材生产企业,推动

专业种植、家庭农场、合作社发展,实现中药材从分散

生产向组织化生产转变,带动中药材种植、加工、流通

及相关产业发展,构建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在实现资

源集聚的基础上,形成规模强大的竞争优势。

4.4 强化服务保障,建立产业信息化平台和社会化

服务机制

  构建河池市优质道地药材全产业链生产技术规

范与质量标准体系,提高中药材生产质量,形成品牌

效应。利用京东、天猫等大型电商平台,推销特色产

品,同时构建河池市中医药壮瑶医药产业网络公共信

息平台,充分运用政府大数据平台,推动产业数字化。
利用中药材资源、生产、价格等大数据信息,经过采

集、统计、分析和发布形成生产指南。成立行业协会,
宣传产业政策、产业动向、市场行情等信息,做好分析

研判,及时向农户提供信息服务,提高市场风险防范

能力。发展行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队伍,建立市、
县、乡三级中药材技术培训和服务网络,及时解决中

药材生产中的关键技术问题。稳定基层中医药人才

队伍,加强高层次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和中医药健康

服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提升中医药壮瑶医药服务水

平,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4.5 强化开放合作,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合作和学

术交流机制

  广西中药材出口主要销往日本、越南、泰国等亚

洲国家,也有少量远销欧洲大陆[16]。河池市应充分

利用其“世界长寿之乡”有利条件,突显本市民族医药

特色,加强品牌建设,推动中医药与大健康产品品牌

化、高端化,提升产品知名度。积极参与国家“一带一

路”建设,主动融入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

务与投资峰会、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等平台,推动

面向东盟的中医药与医疗卫生国际合作交流,打造中

国-东盟传统医药健康与文旅融合发展新生态。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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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等认证,争创道地中药

材品牌产品,提升河池市中药材的品牌价值。加快

“深圳巴马大健康合作特别试验区”建设发展,围绕试

验区核心业态和大健康产业,深化与中国农业科学院

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等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业

的合作,将河池市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市场优势等转

化为产业发展新动能。以科技合作项目为载体,联合

区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共同策划实施一批中医药产业

共性关键技术攻关项目,强化中医药国内科技合作,
促进学术交流,提高产业科技创新,推动科技成果

转化。

5 结语

  综上,河池市中药材产业近年来发展势头虽好,
但仍然面临产业优势发挥不充分、创新发展不足、产
业配套体系尚未健全等问题。国家、广西及河池市相

继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为中药材产业发展带来了良好

的机遇。在此背景下,创新中医药壮瑶医药传承发展

服务机制理念的同时,积极引进优质中药材品种,并
提供由科学育种到回收加工产业一条龙服务,不断壮

大中药材种植加工产业链,以推进中药材产业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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