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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时节，迎着清晨第一缕阳光，
行进在江口县的秀水峻岭间，放眼望
去，林木耸立、药材繁多……处处遍布
着大自然的馈赠。

黔地无闲草，梵天多灵药。江口
县地处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 5A级旅
游景区梵净山的核心区，中药材种类
丰富，生态资源优势明显。

近年来，江口县立足资源禀赋，发
挥比较优势，抢抓国家机遇，通过土地
流转、林下种植、引进龙头企业等方
式，大力发展生态特色中药材产业。
其中，该县坚持因地制宜，推动以淫羊
藿为重点单品突破的中药材产业全链
条发展。

从零星种植向规模化发展，从原
料售卖向精深加工转变……得益于多
年来的厚积薄发和更高站位的精心布
局。在这延绵的青山翠谷里，一垄垄
淫羊藿实现华丽转身，成为江口县解
锁财富密码的“金钥匙”。

打造生产链条
助力群众增收

“栽淫羊藿间距要30公分，行距25
公分。栽淫羊藿先要用泥土把肥料盖
起，再到边上把这个根压紧一点，再把
泥土盖上，确保这个淫羊藿生长得更
好。”管理人员正为村民进行淫羊藿种
植技术指导。林地间，村民们正忙着
拉线、整地、起垄、打窝、施肥、放苗、栽
苗、覆土，大家分工明确、一气呵成，一
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干一天能收入100元工资，一起
参与这项工作的还有周边的几十个村
民。”民和镇村民告诉笔者，山里的杂
草需要人工一点点清除，不能用除草
剂，更要小心不要伤到旁边的淫羊藿。

淫羊藿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仙灵脾，《神农本草经》中记载：具有补
肾阳、强筋骨、祛风湿功效。是临床常
用中药，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和经济
价值，而江口县有着适宜淫羊藿发育
生长的绝佳环境。

淫羊藿是多年生草本，秉持不与
粮争地的理念，民和镇将淫羊藿基地
建设转移到林下，盘活林下土地资源，

以租借群众土地形式支付租金给群
众。依托龙头企业示范引领作用，公
司、合作社、农户自主种植，建设林下
淫羊藿种植基地，带动闲散劳动力就
近就业，进一步促进群众务工增收。

近年来，民和镇充分发挥比较优
势，依托辖区适宜淫羊藿生长的丰富
林地资源，以淫羊藿为主导产业，扩大
种植量，延长产业链，积极探索强村富
民新路径。

2023年以来，民和镇发展林下淫
羊藿种植 3000 余亩，其中示范基地
2000亩，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5万元以
上 7 个，累计为群众增收 1000 余万
元。该镇 9个村入选全省淫羊藿助推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试点。

基地“打工人”
转变成为种植“合伙人”

良种繁育基地 600亩，育苗基地
340亩，年产种子 600公斤，年产种苗
3000 万株，可满足每年 1 万亩林下
种植……

一组组数据背后，是一个个鲜活
的个体，见证了江口县淫羊藿产业不
断向前的稳健步伐。

在江口县官和乡官和村淫羊藿种
植基地，务工群众正在抢时节精心做
好药材管护。

“国药集团同济堂落户江口后，让
我们看到了淫羊藿产业的发展前景非
常好。家门口就业，不仅有工资拿，每
年还可以领取土地流转费，这日子越
过越有盼头。”官和村党支部书记吴祥
政说道。

2020年，江口县成功引进国药集
团同济堂（贵州）制药有限公司淫羊藿
种植产业落户江口，为中药材产业发
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药材好，药才好。为做优品种品
质，国药同济堂制药采用统一基地规
划、统一种子种苗、统一农资、统一基
地管理、统一采收初加工、统一包装存
储执行“六统一”标准推广规模化的种
植，在江口县打造淫羊藿标准化育种、
育苗、种植的完整生产体系，极大保障
优质药材种植生产。

“基地淫羊藿种苗与种植规模位
于全国前列，通过中药控股品控一体
化溯源管理平台，溯源系统记录了种
子、种苗、药材生产与采收初加工每一
环节操作情况，可实时监控基地药材
生长，促使规范化种植加工。”国药同
济堂制药江口基地负责人对未来充满
期待与美好。

江口县借助国药集团同济堂（贵
州）制药有限公司在人才、技术、资金
等方面的优势，建立“龙头企业+基地+
合作社+农户”生产模式，公司与村集
体经济合作社以订单生产、保底收购
模式合作，签订种植协议，订单化种植
淫羊藿。

2023年以来，国药集团同济堂（贵
州）制药有限公司与何坝村、太平寨、
龙宿等 9个村签订种植协议。药材变
成“药财”，江口县淫羊藿产业蓬勃发
展，已经成为铜仁大力发展中药材产
业的一个生动缩影。

聚集多方之力
撑起淫羊藿“保护伞”

近年来，为了提升江口县淫羊藿
产业的整体水平，贵州省中药材产业
专班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不仅与
全国范围内的权威检测机构建立了紧
密的合作关系，还对当地淫羊藿的品
质进行了深入的检测与分析，确保了
产品的高标准和高质量。

同时，为了进一步挖掘和发挥江
口县淫羊藿的独特优势，省中药材产
业专班特别邀请产业专家开办高素质
农民培训班，开展林下经济种植技能
培训，提升合作社、种植大户和农户淫
羊藿种植技术，打造一批淫羊藿种植
专业化队伍，为淫羊藿产业发展提供
人才保障。

为了进一步明确淫羊藿的发展方
向，省中药材产业专班经常与江口县
相关负责人进行一系列研讨、会议。
在这些会议上，与会者们积极探讨了
淫羊藿的发展定位，细化了具体的工
作措施，确保每一项决策都精准到位，
能够有效推动产业的持续发展。

为确保江口淫羊藿产业得到可持

续发展，省中药材产业专班积极牵线
搭桥，按照“一个单品一个技术团队、
一套技术集成、一套研究成果、一体化
转化应用”的思路，江口县搭建了政、
校、企合作平台，分别与贵州大学、贵
州中医药大学、国药集团（贵州）同济
堂有限公司等单位，签订了中药材产
业发展合作协议，聚合多方技术力量
保障淫羊藿产业发展。

目前，江口县淫羊藿区域性良种
繁育基地已进入第一批贵州省中药
材、民族药材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名
单，江口县淫羊藿资源圃被认定为贵
州省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单位。

同时，建立了县乡村“金字塔”结
构技术服务体系，覆盖全县所有淫羊
藿种植基地，由县中药材专班干部与
同济堂技术人员包保种植乡镇，乡镇
农业服务中心的技术人员包保各村淫
羊藿种植基地，村级明确专人抓淫羊
藿产业，形成了一个种植点，一个技术
指导团队，确保发展淫羊藿。

以官和村为例，今年预计可以采
收 100亩，按照目前测产和市场行情
来看，每亩产 190公斤，收购价为 40
元/公斤鲜货，每亩产值约7600元，100
亩产值共计76万元左右。

截至目前，江口县有 33个村集体
经济股份合作社参与淫羊藿产业发
展，其中15个村被省委农村工作领导
小组作为淫羊藿产业助推新型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壮大试点村。淫羊藿产业
带动全县 5000余人实现收入增长，人
均增长 4000元以上，成为了“强村富
民”的一条重要途径，为地方经济的繁
荣和农民的增收提供有力支撑。

“我们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力争
实现 3万亩以上种植规模，同时，联合
龙头企业逐步开展淫羊藿 GAP基地建
设，到 2030年建成淫羊藿种植基地 8
万亩，成为全省淫羊藿 100亿级产业
集群重点县，打造全国最大的高品质
淫羊藿道地药材种植基地。”省中药材
产业专班工作人员笑着说，要让更多
的乡亲们参与到合作社，共同致富，人
人都成合伙人，都能拿到分红，共同建
设美丽的家乡。

江口:发展淫羊藿产业 壮大村集体经济
张文莉

在远离城市繁华的大山里，有一个被群
山环抱的秀美乡村——沿河土家族自治县黑
水镇朝阳村。这里仿佛是大自然精心布置的
一幅水墨画，正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展现着它
的独有魅力。

在这片云雾缭绕的乡村中，最引人注目
莫过于那袅袅升起的炊烟。家家户户的屋
顶，炊烟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缓缓上升，与周
围的云雾交织，形成一幅温馨而动人的画
卷。这些炊烟不仅象征着土家山村的烟火气
息，更成为乡村里独特的风景线，让人感受到
这份来自大自然的温暖和宁静。

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乡村振兴
深入实施，朝阳村以一种更加包容和开放的
姿态，将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在这里，你可
以看到古老的农耕文化与现代农业的和谐共
生，也可以感受到乡村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
对自然的敬畏。

一棵棵挂满了金黄色果实的沃柑树成了
这个季节里的一抹亮色，如同点点繁星点缀
在枝头，为立春时节增添几分温暖和生机。

这些沃柑圆润饱满，色泽鲜艳，散发着诱
人的气息。它们不仅装点冬日的风景，更是
大自然赐予这片土地的宝贵财富，为当地村
民带来可观的收益，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
要力量。

“早上吃了饭就过来，下午采完就回去，
一天 60元，很轻松。”正在采收沃柑的村民贾
明丽告诉笔者。

沃柑的丰收不仅为村民带来了可观的收
益，也带动了当地的就业和经济发展。

据朝阳村党支部书记温学忠介绍，除了
50亩沃柑种植基地，村里还发展精品果蔬880
亩，其中：红心猴桃80亩、柑橘300亩、密本南
瓜 500亩；种植中药材黄精 50亩。这些产业
为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还促进了当地基础设施的提
升和管护工作的完善，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我们村里这片果园已成为周边农旅体验的胜地，游客
在这里不仅可以欣赏到美丽的自然风光，还可以亲身体验
到乡村生活的乐趣和魅力。”温学忠说。

走进朝阳村，一场深刻变革正悄然来临，厕所改革和道
路硬化成为两大亮点。在这片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土地上，
朝阳村正以一种全新姿态，书写乡村的振兴故事。

2024年 5月，沿河农业农村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
市关于农村厕所改革的相关部署，牢固树立“小厕所、大民
生”理念，将厕所改革作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一项重
要民生工程。

同时，结合“四在农家·和美乡村”特色小寨建设，将该
村龙洞组、中坝组、田家组、场上组等四个村民组作为示范
点，进行“两改两治”及人居环境改造。投入100万元专项
资金，对四个组的破旧房屋进行统一改造，修建污水处理
池，修缮排水沟渠，扩建破损连户路、通组路等，这些措施不
仅改善了村民的生活环境，有效提升了村民的生活品质，也
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走进村里一户农家，笔者看到，村民家中的厕所已经焕
然一新，现代化的冲水式蹲便器、淋浴设施一应俱全。温学
忠告诉笔者，自从厕所改造后，村里的卫生环境得到了极大
的改善，生活起来更加舒心。

屋外，原本是一条杂草丛生的毛路，已经被硬化成水泥
路，这条道路原本是村民方便走家串户的小路。随着道路
硬化扩建工程完工后，极大地提升乡亲们的出行效率和农
产品运输能力。

曾经杂草丛生、蚊蝇乱飞的旱厕，如今已变成了干净整
洁、设施齐全的现代化厕所；曾经泥泞不堪、坑洼不平的毛
路，如今已变成了平坦宽敞、坚实耐用的水泥路。这些变化
不仅改善了当地村民的生活环境，更提升了大家的生活质
量，让他们享受到了更加便捷、舒适的生活。

朝阳村还通过定期组织村民参与清洁行动，清理垃圾、
整治沟渠、绿化村庄，使得乡村的环境焕然一新。走进朝
阳，绿树成荫、鸟语花香，仿佛置身一幅美丽的田园画卷。

如今，随着“两改两治”深入推进，朝阳村的面貌正在发
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让当地经济发展
也迎来新的机遇。农产品销售更加便捷，乡村旅游更加兴
旺，村民收入不断提高，有效推动当地基层治理水平的提
升，村民的法律意识和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形成团结和谐、
积极向上的文明风尚。

沿河农业农村局还在继续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力
度，深入推进厕所改革和道路硬化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
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同时，积极探索适合当地
实际的乡村振兴模式，推动农村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各
方面全面发展，让农村地区焕发更加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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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口县淫羊藿产业已成为富民产业江口县淫羊藿产业已成为富民产业。。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峨岭街道
大云村位于县城南部，有着极为便利
的交通优势，这为大云村发展提供了
有利条件。曾经的大云村是一个基础
条件较差的村落，如今发展成一个环
境优美、产业兴旺、民风淳朴的“幸福”
村。这一显著变化不仅彰显了乡村振
兴战略的成效，也成为了印江自治县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走进大云村，一幅绿意盎然、生态
宜居的乡村新画卷在笔者面前徐徐展
开，干净整洁的文化广场，路旁一盏盏
太阳能路灯，一排排白墙黛瓦的独栋
小白楼，构成了一幅美丽和谐的乡村
图。整个村落宁静祥和、绿树环绕，呈
现出一派村美、人和、产业兴的乡村振
兴新风貌，这是村民生活水平提升的
生动体现。邹圣英老人感慨地说：“现
在国家政策好，生活条件也好，60岁就
能领取养老金，老年人很幸福！”

这幅乡村“新蓝图”得益于大云村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2020年，大云村
成立了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峨岭街
道大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采取“党支
部+村集体经济+专业合作社+村民”
发展模式，激活了大云村的经济活力，
为村庄的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劲动力。

近年来，辣椒和灵芝这两种作物
在当地形成了规模化种植，村里还通
过引进先进的种植技术和采取科学的
管理方法，提高了产量和品质，为村民
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村民叶荣霞
说：“小孩上初中了，出去务工就照顾
不了孩子，现在好了，村里发展了产
业，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孩子照顾到
了，生活费也不用愁，这日子是越来越
有盼头了。”

与此同时，大云村还积极探索“农
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充分利用丰富
的农业资源，深挖大云土地、文化资源
优势，打造了一系列以农业观光、乡村
旅游和文化体验为一体的综合旅游项

目。云上居、状元故里、严寅亮故居等
景点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游览，
成为大云村的新名片。

“趁着周末休息，约了几位朋友到
云上居聚聚，来的路上看到有好多家
草莓园，就来这里摘草莓。”家住印江
县城的陈茜说。此时正值草莓上市的
季节，连片的草莓园吸引了不少游客，
大云村发展了 160 亩草莓采摘园和
110亩西瓜园，为游客提供了休闲好
去处。

据统计，通过大力发展“农文旅”
产业，大云村已带动产业经营性收入
超过500万元。这一成绩的取得，不仅
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
增收渠道，还有效促进了乡村经济的
多元化发展。

大云村不仅在产业发展上下足功
夫，还不断加强乡风文明建设，通过走
访宣传、民心网格、家庭评比等形式，
激励群众积极参与，全方位推进乡风

文明行动，切实提高了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投资26万余元修建了大云文
化广场，为村民提供休闲、娱乐场所，
有效推进乡风文明行动和美丽乡村建
设。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村民的道德
素质、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明生活，也
营造了浓厚的文明新风。

大云村党支部书记左炼说：“近年
来，大云村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走出了
一条特色鲜明、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的
发展之路，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提升村民素质，而且每年
末村集体经济收益进行利益分红，实
现了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显著增长。”

如今的大云村，环境美了，生活甜
了，村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在
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大云村将继续依
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区位优势，
努力打造生态美、产业兴、民风淳的乡
村新蓝图。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
推进，大云村将继续书写幸福篇章。

印江大云村：因地制宜发展 续写幸福篇章
石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