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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乌药’好比‘金疙瘩’！今年乌

药市场价在每斤 50 元左右，按照每亩

500斤产量计算，一亩就有2.5万余元的

收入。”看着乌药长势喜人，药农叶贤丰

一脸兴奋。早年前，天台乌药还是“养

在深闺人未识”，当它有了“地理标志”

这个金名片后，发生了质的变化，“小根

块”飞出大山，走南闯北，带富了一个

村、带出了一片产业。

近年来，天台县不断深挖“三棵仙

草”品牌价值、助力地标文化培育，通过

乡贤试种、乡贤带富、乡贤引资打造聚

能环，推动“中国中草药之乡”产业品牌

的打造，让“三棵仙草”产业越做越大，

在深山秀水间走出一条兴业富农的路

子来。

2021年，在当地政府部门的牵线搭

桥下，新乡贤齐孝照建立了天台第一家

黄精“侨助工坊”，通过“侨商+企业+农

户”模式，收购农户种植的黄精，同时雇

佣周边农户参与黄精种植、加工、销售，

解决了企业订单落地难、60岁以上农户

就业难、村集体资源发挥作用难等一系

列问题。

天台县还组织了共富经纪人培训

会，不仅为企业提供专业培训，提高带

富能力，也为企业送来订单，解决销售

难题。目前，中药材工坊已初具规模，

通过送项目到村、送就业到户、送技能

到人的形式，带动周边50余人就业，累

计发放工资100多万元，加工、销售黄精

产品15000斤，产值430万元。

仙草正盛，大有可为。在天台县政

府部门的引领下，广大新乡贤们同心同

向、奋发有为，推动天台县中草药产业

驶上“快车道”，撬动山区县跨越式高质

量发展。让我们共同期待，新乡贤与

“三棵仙草”故事翻开崭新的篇章……

陈薇薇

点绿成金，厚植品牌促共富

日前，第三届中国·浙

产名药暨食药同源健康

产业发展大会在武义县

举行。会上，中国工程院

李玉院士、孙宝国院士、

朱蓓薇院士、谢明勇院

士、喻景权院士等业内大

咖和 300 余位来自全国

中医药、中药材等行业的

专家、学者和代表，围绕

如何进一步充分发挥“浙

产名药”特色优势、产学

研共促浙江中医药产业

高质量发展、食药同源健

康产业的发展与未来、食

药同源助力乡村振兴、

“浙产名药”灵芝与铁皮

石斛的开发与应用等课

题，共探中药奥妙，共谋

产业未来。

作为民生产业，中医

药行业承担着更多的社

会责任。无论是推进乡

村振兴，还是助力“健康

中国”，中医药发展的物

质基础是中药材，中药材

资源保护和质量提升，是

中医药行业面临的紧迫

问题。

我省是全国中药材

的重要产地，进入新世纪

后，浙江的中药材产业有

了快速发展，无论是传统

老“浙八味”，还是新“浙

八味”，发展良好，不仅成为地方优势品种，也

为全国中药材产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示范作用。

2019 年，首批“浙产名药”出炉，以新、老

“浙八味”为代表的“浙产名药”搭上了产业发

展顺风车，在传统道地药材和特色药材培育过

程中，各级政府、多个部门给予支持，合力推

动，使浙江形成了全国乃至世界上都有一定影

响力的灵芝孢子粉、铁皮石斛、西红花等特色

中药材产业群。随着浙江省成为铁皮石斛、灵

芝等“药食两用”物质管理试点省，两大经典

“浙产名药”广泛进入食品、饮品、化妆品等领

域，市场空间进一步扩大，产业基础日益夯实，

“浙产名药”公用品牌力正逐年彰显，行业发展

前景愈加广阔。

武义是“新浙八味”中灵芝、铁皮石斛的原

产地，也是新老“浙八味”的重要生产基地。

借着“浙产名药”公用品牌建设的东风，武义

县大力发展灵芝、铁皮石斛等特色产业，为

1.5万药农增收、促进乡村振兴发挥了重要作

用。2019 年，武义成为“浙产名药”永久性会

址；2022年，“武义灵芝”获评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并依托寿仙谷等域内龙头企业，以科技创

新为依托、以“道地、安全、有效和经济”为重

点，在资源保护利用、道地药园建设、全产业

链融合、特色品牌打造等方面形成了一批原

始创新技术，产业综合效益稳步提升，有机基

地认证率居全省第一，成为武义中药材产业

发展新亮点。据统计，目前，武义县道地中药

材野生种质资源达 1300 余种，中药材有机认

证面积3500余亩，认证企业22家，认证产品数

达30多个。

本次大会上，揭牌启用武义灵芝科技小

院，并举行“武义灵芝地理标志”发布仪式。同

时，会上还发布了《武义经方单方验方集》、武

义县十大药膳、武义县十佳菌肴、中国药科大

学灵芝片二次开发项目等一系列“浙产名药”

新项目、新动向，通过这些产业抓手，武义县将

进一步推动域内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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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贤助力育出“富民草”

天台三棵“小仙草”撬动“大产业”
这些天，天台县泳溪乡里王村64岁的村民鲍先度经常来到山上的针阔混交林中，查看树林下种植的2亩黄精

的长势。这片黄精目前长势喜人，预计等到采收期，每亩收入能达10万元。

“我们出黄精种苗、种植技术，带动周边6个村150多户农户种植黄精500余亩，成熟后统一采购，种植户不愁

销路。”浙江天台坤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伟茂介绍。泳溪乡是典型的山区乡，常住人口仅有2300余人，大

多是留守老人。“林下经济”可为他们增收不少。此外，公司还每年雇佣村民采挖、分拣、清洗黄精，劳务费用达50

多万元。

天台县是我省中药材八大产区之一，县域内有中药材3000多种，其中以铁皮石斛、台乌药和黄精最负盛名，因

具有较高的药用保健价值，被称为当地的“三棵仙草”。如何将“小仙草”撬动成为“大产业”，助推山区县跨越式高

质量发展？近年来，天台县立足工作实际，统筹激发新乡贤资源活力，构建起“新乡贤+种植基地+销售+服务”的全

链条发展模式，并拓展中药养生、问道养心等康养业态，厚植起大健康产业创富、带富的共富土壤。目前，全县积极

发展“林下经济”，中药材种植面积达2.3万亩，总产量2228吨，全年总产值超4亿元。

天台县大力实施“药乡同心·新乡

贤带富”工程，引导新乡贤们化身种养

“匠人”和农技专家，在栽培管理、技术

指导、创新生产等方面为药农出主意、

想办法，赋能中药材产业共富发展。

“要想把中医药做成传世的产业，

一定要低下头、沉下心，尊重自然且敬

畏自然。”浙江天皇药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陈立钻深有感触。陈立钻深耕石斛

产业，他悉心呵护着这方千年仙草 37

载，用8年时间攻克了铁皮石斛的仿野

生种植难题，并打通铁皮石斛的全产业

链，不断将产业做细做精，最终把立钻

牌铁皮石斛打造成全国唯一“药”字号

石斛类产品。

天台县推动“三棵仙草”企业与高

校和科研院所达成合作，引进高新人才

和技术，形成“产、学、研”联盟，采取“公

司+科研示范基地+专业合作社+农户”

的方式，形成规模经营。

“移栽乌药时，需选择阳光充足、土

壤疏松肥沃的地块；种植前，最好先修

剪一下细根和嫩叶……”农学专家、新乡

贤陈文强化身“三棵仙草”种养技术的搬

运工，把乌药移栽技巧、乌药切片等专

业技术手把手传授给药农。如今，在天

台，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

理的“新农人”雨后春笋般涌现，为“三棵

仙草”产业发展不断注入全新动能。

新乡贤力量持续激活“三棵仙草”

产业，通过人才赋能，天台县中医药产

业不断向旅游、文化和康养产业延伸，

向着“大健康”“大药食”迈进。

科技赋能，链式发展聚合力

中医药文化包括天人合一、顺应四

时、形神兼顾、阴阳平衡等理念，是中华

民族的伟大创造和中国古代科学的瑰

宝。

近年来，天台县致力于引导新乡贤

力量投身中医药文化传播，将新乡贤资

本、先进经营理念和“三棵仙草”产业的

文化传承工作有机结合，讲好中医药故

事，展示中医药文化魅力。

“种植乌药不仅是输出产品，更是

一种健康生活方式的提倡。”邱建生、梁

兴斌、陈方标等新乡贤自发联合起来，

握指成拳，创办乌药企业并逐步发展成

浙江天台山乌药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公

司长年深耕发展集乌药品种选育、种

植、研发、深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

产业，使更多人了解了天台山的仙草，

也了解了中医文化。最终，天台乌药品

质受到认可，“台乌”品牌认定为中华老

字号，“台乌”商标评为浙江省著名商

标。

新乡贤吴伟茂同样是传承中医文

化的鲜活例子。吴伟茂坚持弘扬黄精

文化，传承九蒸九晒工艺，深入开展黄

精传统技艺的研究和提升，其传统技艺

成功荣获台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他的推动下，天台山首届黄精文化节

暨黄精开蒸节成功举办，现场呈现黄精

采挖、黄精清洗、黄精蒸晒等标准化操

作。2022年6月，吴伟茂被评为台州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黄精传统

加工技艺）传承人，同年12月，由他创办

的浙江天台坤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被

台州市评为非遗共富工坊。

目前，天台县各大中医药基地长期

开展《健康进家庭》公益沙龙等活动，

“中医药从娃娃抓起”活动也成为青少

年主题研学的重要内容。新乡贤不断

深入开展天台乌药、黄精等中药文化研

究与挖掘，不断播种中国传统中医药文

化的种子，打响天台中药品牌，提升天

台中药影响力。

乡贤聚力，文化传承育新风

林下套种乌药林下套种乌药

天台铁皮石斛种植基地天台铁皮石斛种植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