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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农户就盼着这样的好事，药材苗木不

用花钱，还有专人手把手教种植技术，兜底回

收协议一签，心里可踏实啦！”景宁县澄照乡

金坵村村民雷灵梅面对记者，难掩喜悦之

情。近日，她种植的黄精被当地畲药“共富工

坊”以颇为可观的价格回收，在切实尝到种药

材带来的致富“甜头”后，雷灵梅已经在盘算

着扩大种植规模，准备在这条增收路上大步

迈进。

雷灵梅提到的“共富工坊”，是澄照乡结

合金坵村优质的生态环境和产业基础，创建

的集畲药种植、加工、研发、休闲于一体的畲

药“共富工坊”。

近年来，畲药“共富工坊”通过“村党组

织+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免费为低收入农

户提供种苗、技术服务、保底收购等“一站式”

帮扶，带动周边农户参与畲药种植，引导留守

农户创业、抱团致富。截至目前，累计带动50

余户村民参与药材种植和工坊劳作，发放村

民工资性收入30余万元，村集体增收10万元，

产品销售额近千万元。

畲药“共富工坊”是景宁体系化打造“共

富模式矩阵”，推动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

目标的生动实践。记者从景宁县农业农村局

了解到，2018 年以来，当地制定多项产业发

展扶持政策，给予种植“多花黄精、三叶青、

七叶一枝花”等的农户每亩补助 2000 元，并

相继出台《品质农业提升三年行动》《林下经

济发展三年行动》等，助力黄精产业高质量

发展。

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投身到黄精产业

中。在该县大均乡伏叶村，400余亩种植基地

是村民心中的“绿色宝矿”。近年来，大均乡

立足本土优势，书写“土特产”发展篇章，将畲

药产业作为特色农业产业，实现黄精种植面

积 500 余亩，年产值 150 万元，带动农户增收

60余万元。当地政府积极牵线搭桥，与高校、

企业携手，开展黄精蜜饯、黄精巧克力等衍生

产品的研发，进一步提升黄精产业的附加值

和市场竞争力。

去年年初，“景宁畲黄精林下栽培系统”

成功入选浙江省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一成

果吸引了更多游客的关注，为黄精产业与文

旅融合发展提供了契机。

“通过举办各类黄精文化节、农产品展销

会，吸引大量游客和采购商，不仅提升了景宁

黄精的知名度，还拓宽了销售渠道。”景宁县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地积极搭建

平台，促进黄精产业与电商、文旅的深度融

合。当前，景宁黄精产业正沿着高质量发展

的道路稳步前行，成为百姓增收致富的新引

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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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记者走进景宁县澄照乡金坵村畲

寨仙草谷产业基地，村民们正忙着打窝、起

垄，种下黄精种苗。

“我们立足山区资源优势，以‘公司+基

地+村集体+农户’模式，通过土地集中流转，

建成林下畲药基地 500 余亩，其中黄精基地

300多亩。”畲寨仙草谷负责人雷华向记者介

绍，公司在各方支持下，赋能项目发展，打造

示范基地。

“黄精种苗每盒重约15公斤，村民每天能

种200多盒，人均日工资可达200元。”雷华告

诉记者，目前，该公司除自有基地外，还以提

供种苗、提供技术、保底收购等形式带动农户

参与种植黄精等畲药。

随着黄精市场需求量的持续增加，当地

种植户在专家指导下积极采用新技术，不断

更新设施设备，创新种植方法，提高产量和质

量。

“黄精喜阴、耐寒、怕旱，喜欢高海拔气

候，种植以质地疏松、保水力好的壤土或砂壤

土为宜。”省科技特派员、浙江中医药大学专

家沈晓霞介绍，景宁县土质疏松肥沃、有机质

丰富，具有得天独厚的绿色药材生产条件。

在景宁县任科技特派员期间，沈晓霞及

其团队主持实施“黄精规范化种植技术研究

及推广”等多个科研项目，引进黄

精大田种植冬季覆草技术，

进行生态种植技术集

成研究，并在全县开

展技术培训和指

导，在标溪乡、雁

溪乡两地推广

黄精种植面积

达1500亩。

“传统种

植方式全凭经

验，产量和品质

都不太稳定。眼

下，有了专家的

指导，种出的黄精

品质更高，更受市场

欢迎。”景宁畲翰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正根笑着

说，沈晓霞与该公司开展结对合作，指

导种植多花黄精超500亩。

清洗、切片、蒸制、烘干、包装……在位于

景宁县的丽水一山绿色实业有限公司加工车

间内，黄精加工的各项流程正有序进行中。

“我们拥有先进的加工生产线，黄精原材

料历经选、晾、洗、制、泡、滤、收等工序，以古法

熬制，历经九蒸九晒后，口感浓郁，绵柔甘醇。”

公司综合办负责人陶丽香告诉记者，为满足日

益庞大的加工需求，公司新建了1000平方米的

加工共享车间，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全

面投入运营后，黄精日处理量将达1000公斤。

“眼下，面对市场日益多样的产品需求，

公司与浙江中医药大学等多所院校合作研

发，从品种选育、规范生产、精深加工、包装销

售全产业链入手，为黄精产品加工提供科研

支撑，并陆续推出了黄精酒、黄精饼干等一系

列特色产品。”陶丽香介绍，目前，该公司年精

加工黄精总产值达800余万元。

近年来，景宁县先后引入五养堂、生生堂

等龙头企业，有序推进中国畲药谷、万亩黄精

生态栽培建设等项目，共建“浙江中医药大学

景宁畲医药研究院”“畲医药展览馆”等，合力

推动黄精等畲医畲药科研与转化。

在位于该县澄照乡金坵村的畲药展销中

心，各类畲药、中药材衍生产品琳琅满目，引

人注目。“为充分发挥黄精的食用和药用双重

价值，我们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入驻企业与杭

州胡庆余堂药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黄精酒

等，进一步挖掘黄精的潜在价值，拓展产品发

展空间。”金坵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兰

文忠介绍，目前，村里还建有农产品共富直播

间，可为农户免费提供互联网直播设施等，帮

助农产品拓宽销售渠道。

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品牌建

设的有力支撑。自2017年以来，景宁打造“景

宁 600”区域公用品牌，探索出一条山区农业

特色发展新路径。如今，“景宁600”已是畲乡

农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张“金名片”。

“针对目前农产品销售趋势，我县正逐步

由传统的线下展销向线上线下同步转型，通

过到各地举办推介活动等，进一步提升‘景宁

600’区域公用品牌知名度。”景宁县农业农村

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该县与阿里

巴巴、世纪联华等开展合作，成功入驻“浙好

淘”、天猫超市等直播平台。景宁黄精更是先

后斩获森博会金奖、浙江农博会优质奖，显著

拓展当地黄精产业的影响力。

□本报记者 张雅萌

黄精，属百合科黄精属植物，是传统的滋

补中药材。

景宁县地处浙南，优良的气候条件十分

适合黄精种植。近年来，该县将黄精产业作

为“土特产”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激发乡村产

业新动能、新价值，推动共同富裕。数据显

示，2024年，该县黄精种植面积超7000亩，

年产量约2600吨，年产值达4200万元。

“精”益求精 产业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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