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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保护与发展“两手抓”

红石崖村是黄龙县中药材产业开发服
务中心中药材种植试点村之一，由于这里的
气候适合苍术、白芨、黄精等中药生长，群众
靠山吃山，挖野生中药材也一度成为群众增
收的渠道。

但野生中药材毕竟数量有限，为了保护
这些天然的道地中药材，更是为了将中药材
作为一项主导产业来做大做强，拓宽群众致
富之路，助推乡村振兴，红石崖村委会动员6
户积极性高、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党员和村
民，为群众先行试种苍术、白芨等中药材 20
余亩。该示范基地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
方式，由延安龙果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药苗和药材回收，黄龙县中药材产业开发服
务中心负责技术指导。2022年一年下来，药
材长势良好，预计三年后长成，每亩苍术可
收入4万元。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立足生态优势，
着眼农民增收和产业结构调整，坚持‘中药
材野生保护利用和种植增量并举’的产业发
展思路，把中药材产业作为继核桃、苹果、中
蜂之后的第四大主导产业发展，当作农民致
富、乡村振兴的核心来抓。”县中药材产业开
发服务中心主任王海生告诉记者。

如今，在黄龙县的每个乡镇，中药材产

业发展如火如荼。在圪台乡苜渠村村口立
着一块牌子：“引药入田，种药上山”。牌子
后面是占地 25亩的苜渠中药材育苗繁育党
建实验田。试验田分六个区域，繁育品种有
芍药、苍术、羊红膻、五味子、白术、麦黄草，
约5万株药材苗木长势良好。

根据中药材的生长特性，该试验田的苗
木将栽植到退耕地、荒坡地，让“闲置”林地、
荒地成为资源变成一项主导产业。如果说
党建试验田有效破解了药农外地调苗的难
题，那么“种药上山”则为圪台乡建立一个可
复制、可推广的集绿色药材繁育、生产、加
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模式奠定了基础。

小小中药材，为圪台乡经济注入了新活
力。2020年，马场村组建了村农业专业合作
社，试种了2100亩丹参、板蓝根、柴胡等中药
材，喜获成功，许多村民也纷纷加入。马场
村党支部将分散的农户继续组织起来，以土
地、劳力、资金等入股，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
社，兑现特色农业补贴政策，调动合作社与
农户种植中药材的积极性。圪台乡以马场
行政村苜渠组为中心，辐射带动周边连片种
植中药材的种植基地逐步形成。据了解，马
场村群众种植每亩药材，按照市场价格测
算，平均每年每亩增收3000至8000元。

近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省黄龙
县分公司（以下简称“黄龙县邮政分公司”）对县
域内邮政寄递大客户名单内放款寄递大户进行
现场走访，进一步了解当地农业生产实际情况。

“多亏了咱们的黄龙邮政！惠农‘融资E’
贷款不仅解决了我的难题，还能更好地助力农
村产业发展，持续促进我们农民增收致富。”三
岔镇长石头村村民张春生开心地说。

“有了‘融资E’贷款，我就有了底气，今后
每年都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规划产业投资项目，
我会继续扩大果园、玉米等种植规模，把产业
越做越强。”三岔镇三岔村杨家茆居民点的尚
炳亚说。

果农种果树最怕冰雹。2022年春季，尚炳
亚一直想给自家 40亩果园全部上防雹网。然
而，虽说上防雹网有政策扶持，但前期的资金
还需要自己垫付，这对于他来说可是一笔不小
的开支。会逢其适，三岔邮政所的投递员来到
了村里，通过了解他得知县邮政分公司正在开
展“邮银协同，助力乡村振兴活动”，目前正在
给农户发放贷款以解农户的燃眉之急。他主
动联系邮政所的工作人员，把相关资料交予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黄龙县支行尝试贷款，没想到
贷款手续非常便捷，很快 10万元的贷款就到
账了。有了这笔贷款，他心里瞬间就有了底
气，很快就给果园架起了防雹网。果不其然，
就遇上了一场大冰雹，防雹网立下了汗马功
劳，为他避免了巨大的损失，他的 40亩果园
2022年收入了40多万元。

“我去年果园收入 30万元，要是没有惠农
‘融资E’贷款业务，那我损失就大了，肯定会减
产一半！”在三岔镇党安新村，果农张世强回忆
起 2022年春季的事情。张世强家有 30亩苹果
园，平时也做微商，在微信朋友圈卖些苹果、核
桃等土特产。春天，他的果园急需投资，可是他
手里的钱却不宽裕。“果园需要化肥、套袋等一
系列相关支出，如果不投资，收益就会受到影
响，可当时我拿不出来钱。正当我急得团团转
时，咱们三岔邮政所的投递员就来到了我家走
访，得知我的困难后，说我可以申请‘融资E’贷
款。我一听，觉得很高兴，当时就觉得心里的石
头落地了。”当时的情景让张世强记忆颇深。

因为张世强的微商业务使他成为邮政的寄
递客户。平日里，只要张世强需要给客户寄快
递，不管是十件八件，还是一件两件，三岔邮政
所的工作人员都会上门去服务。“服务农村电
商，帮助群众增收，就是助力乡村振兴，我们心
里也非常高兴。”由于有一段时间没有接到张世
强的寄件电话，三岔邮政所的刘雷惮便决定到
村里进行走访，看看张世强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没想到还真是来
对了。

“你以前有没有贷过款？有没有出现过个人征信不良的问题？”
了解到张世强信誉良好，可以通过办理“融资E”贷款来解决他的当
务之急，刘雷惮便记录下了张世强的电话、身份证等信息，并立刻联
系了邮储银行的业务员。

当天，在三岔邮政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张世强来到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黄龙县支行网点，很快就办理好 15万元的贷款。有了这笔
钱，他的果园得到精细管理，2022年果子长势良好，套了23万袋，目
前苹果全部卖完，还贷也不存在任何问题了。

据了解，惠农“融资E”贷款是中国邮政集团与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为创新金融支农惠农服务，全力支持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强化邮
银协同合作，推动惠农合作项目，研创的惠农“融资E”贷款，普通农
户可使用手机在“中邮惠农”App注册成为邮政会员，系统自动审核
评定为一级白名单客户后，即可申请邮储银行“融资E”贷款，由邮政
储蓄银行专属信贷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贷款服务。对于使用了邮政
业务的客户，“融资E”贷款年化利率还可以优惠 0.5至 2个百分点。
黄龙县邮政分公司负责人介绍说，为做好惠农“融资E”贷款，全力支
持乡村振兴战略，黄龙邮政利用“普遍服务”的优势，以所有农村邮政
网点为依托，以寄递、金融服务农户为主要群体，发挥“邮银协同”优
势，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农户各类需求，把惠农政策和惠农服务送到田
间地头，广泛开展涉农“融资E”贷款推广宣传工作，帮助农业主体渡
过难关、走出困境，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截至目前，在黄龙全县，黄龙邮政通过邮银协同发展，推荐白名
单 19户，发放“融资E”贷款 206万元。同时县域寄递客户名单 348
户，其中意向农户 9户，预授信金额 130万元；已放款农户 3户，放款
金额29.8万元。下一步将继续对全县有需求的农户推荐“融资E”贷
款，更好地服务三农，助力地方经济发展，落实“人民邮政为人民”的
责任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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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活力旺 振兴底气足
——黄龙县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纪实

通讯员 窦可军 记者 常青

深冬时节，天气越来越冷，黄龙县石堡镇红石崖村的曹建明来到核桃园
中，为树下的白芨盖上一层“棉被”。

“这5亩白芨是2022年春天种上的，夏季长得非常茂盛，花开得很鲜艳，
像是一个花园。我们这是试种，不知道它能不能安全越冬，所以我就来给它加
上保温层。”曹建明介绍说，“为了大力发展中药材，将有限的土地充分利用起
来，我们在核桃园里套种了中药材，种植总面积1100亩，其中苍术105亩，柴
胡310亩，黄芩205亩，连翘300亩，黄精100亩……”

在界头庙镇范家卓子社区碾子塬村，连
翘种植大户宋保全高兴地对记者说：“张书
记来后，了解到我们村的群众大都有发展连
翘种植的愿望，就积极与上级部门对接，给
我们村民协调发放了14万棵连翘苗，鼓励大
家在房前屋后、边角地、撂荒地、种植连翘。
我在核桃园里套栽了 18亩，现在总共有 30
亩连翘，三年可以挂果，到了盛产期，一亩地
收入8000元不成问题。”

宋保全口中的张书记就是张建刚，现在
被村民们亲切地称呼为“连翘书记”。张建
刚是县融媒体中心干部，2021年秋季，他被
选派到碾子塬村担任乡村振兴指导员（第一
书记）。

张建刚从 2021年秋天被派驻到碾子塬
村后，就提出了发展连翘产业的思路，这一
提议正与群众发展意愿相吻合。“房前屋后
种连翘，成本不高收益好，顾个家庭小开销，
攒个零钱能防老。”这是张建刚平时入户走
访时常挂在嘴边的话。然而，群众担心市场
有波动，再说，他们也没有采购连翘苗的渠
道。张建刚摸清了群众的心思，于是，他给
各家各户发放了意愿征求表，让他们先填报
有无发展连翘的意愿。张建刚与县中药材
产业开发服务中心、村组干部、群众共同研
判连翘市场，探讨栽植技术及未来收益，打

消了群众发展顾虑，彻底改变了群众观望徘
徊的心理。

碾子塬村以打造“黄土高原连翘第一
村”为总目标，制定了当年夯基础，次年做提
升，三年成景区，最终实现“连翘遍地栽，黄
花漫坡开，旅游好风光，群众乐开怀”的新型
产业发展思路。

2022年春季，规模化的连翘种植拉开了
序幕。县中药材产业开发服务中心积极与
延安龙果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对接，争取扶
持，为碾子塬群众免费提供苗木。2022年，
碾子塬村共为群众发放了 14.5万株连翘苗
木，鼓励 123户群众利用荒坡、边角地、撂荒
地、房前屋后等空闲地栽植了 1500余亩连
翘。打造了3个百亩连片成园种植示范点和
18.7公里黄花大道。加上 2022年秋栽 1400
余亩和往年种植的 120亩连翘，全村共有连
翘3200余亩。

2022年，连翘种植让群众过了一把瘾。
“我这 18亩连翘比得上 100多亩玉米！你
看，目前连翘已经涨到 1斤 20元左右了，我
这一棵连翘树平均可以采摘 15斤，1亩地可
以卖 1万元。我平时不用雇工，就是采摘这
几天雇几个人。”连翘种植大户金刚高兴地
说，“销路不是问题，采购商上门收购，真没
想到连翘这么抢手。”

连翘种植让群众过了把瘾

黄龙是陕西优质道地中药材优生区，被
列为陕西中药材天然生长带、种质资源保护
带和中药材农耕种养带。据县志记载，在上
世纪 70年代，连翘、沙棘、丹参、黄芩、柴胡、
山桃等远销东南亚和欧美等国；1985年黄龙
县被国家医药管理局命名为“国家连翘生产
基地县”。黄龙连翘在2020年获得了“秦药”
品牌认证。

近年来，苍术、连翘等中药材市场价格较
高，非常畅销。为了让中药材成为农民增收致
富的主导产业之一，黄龙县中药材产业开发服
务中心在全县大力推行道地中药材种植。

目前，全县已建成中药材产业园1个（黄
龙县中药材产业园）、中药材种植基地 4个
（界头庙镇范家卓子连翘示范基地、圪台苍
术林下种植基地、瓦子街镇沙棘种植基地、
三岔镇柴胡种植基地）。累计发展各类中药
材2万亩，其中连翘7000亩，苍术2200亩，黄
精1500亩，柴胡6000亩，其他3300亩。“县有
园区、乡有基地、户有园”的开发格局初步形

成。2022年全县中药材产量568.93吨，产值
1105.9万元。

同时，为了增加中药材的附加值，为今
后中药材产量大幅上升提供销售便利，县上
引进秦北药业，该公司主要业务是开展道地
药材山地育苗种植推广，中药收购、加工、贮
藏、销售。公司投资101.67万元配置了中药
材自动化加工生产线，目前收购当地药材
7374.8吨，加工销售中药材300.49吨。

据了解，2022年，黄龙农业按照“生态产
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思路，生态农业更加

“高质效”。全县围绕“4+X”产业体系，大力
实施生态农业后整理，苹果、核桃、中蜂、中
药材规模分别达到11.8万亩、28万亩、9.2万
箱、2万亩，高山冷凉蔬菜、食用菌、大闸蟹等
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
全县累计培育发展家庭农场 896家（含种植
大户），省市县级示范家庭农场总数达到
293家，农业专业合作社 64个，47个村集体
经济组织持续发展壮大。

人工仿野生种植全面开花

● 黄龙县中药产业园

● 张建刚（左二）和连翘种植户在一起

● 红石崖中药产业基地

● 邮政工作人员（左一）走村入户宣传政策

● 马场村中药材党建试验田

● 红石崖村村民曹建明为林下中药材白芨盖上保温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