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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链”“补链”“延链”，为中药材产业

“舒经活络”

按照“弱什么强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

打通产业链条上的“断点”“堵点”。

1、提高中药材深加工能力

鼓励经营主体开展中药材初加工和真空包装，大力开

发药膳、中药香薰、养生药礼等日常型新产品。狠抓技术

研发创新，鼓励加工企业在中药提取物、中药配方颗粒、

中药饮片等精深加工上下足功夫，支持中药企业研发申报

基于经典名方、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和运动康复贴剂等中药

新药上市品种开发。拓宽中药材适用范围，努力开发中药

保健品、药食两用品、中药日化品等，例如功能饮料、口

腔护理、美肤药浴、母婴女性产品等。

2、狠抓项目带动

今天的项目就是明天的产业，强化项目支撑，争取重

点项目的早日建成投产。飞地园区的中药配方颗粒剂产业

化项目，建成后将年产500余味中药配方颗粒15亿袋，中药

饮片30万余吨，极大促进药材实现就地消化。坚持招大引

强，再引进一批能带动安康中药材产业提质升级的重大项

目，如陕澳中医药产业园本身就是产业综合体，覆盖了交

易流通、科研孵化、旅居康养、安宁和缓医疗多个板块，

一个项目落成就能带动多个产业发展。鼓励和引导加工企

业走差异化、特色化经营之路， 做好各类关联市场主体的

培育。积极推广汉阴华晔提取杜仲胶、安康天源植化提取

颠茄的发展模式，扶持企业打造出自己的拳头产品。

3、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兼 顾 城 市 绿 化 美 化 ， 把 安 康 城 区 、 高 速 沿 线 ， 打 造

成五彩斑斓的中药材形象展示带；依托芍药、白芨、油牡

丹等观赏性强的草本药材和连片杜仲、厚朴等木本药材基

地林，建设中药材主题旅游景点，引进和壮大民宿产业；

激活中药材观摩研学功能，打好“药旅、药文、药养”组

合拳，打造以绿色观光、医疗康养、医药膳食、宜居养老

为一体的中医药健康旅游产业发展格局。提升中医药服务

水平，发挥中医优势，推出特色保健养生项目，实现中药

材与乡村旅游、休闲养生、健康养老、健康服务的深度融

合。

（三）加大服务与保障，为中药材产业“理气和中”

通过市场和政策引导，调节产业要素合理配置，使中

药材产业运行更为健康和顺畅。         

1、提升服务和保障水平

一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基地、园区水电路网，

信 息 交 通 等 基 础 设 施 ， 逐 步 建 立 大 型 基 地 可 视 化 管 理 系

统，不能再延宕和等待。启动安康市中药材市场建设，搭

建中药材网络信息平台，定期公布安康和安徽亳州、河北

安国、成都荷花池三地国家级药材市场信息，提供中药材

检验检测、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公共服务。二是加大优

质产品宣传力度，培育和推广“安康药材”品牌。积极协

调争取安康中药产品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省药品招采

挂网目录，做好消费端服务与引导，落实注册或备案的传

统中药制剂、院内中药制剂在医联体、医共体内调剂使用

等政策，提高本土中药自用比例。三是适度扩大中医诊疗

医保范畴，提高中医药报销比例。

2、加大人才科技支撑

积极支持安康学院申报创办“中药学”，支撑地方产

业发展。做好事业单位招聘、高学历人才引进、干部选聘

等工作，引进中药材发展相关专业的高学历人才。用好做

实来安帮扶的专家团队，发挥好中国药科大学、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等专家团队作用，充分发挥其技术专长。支持中

药材基地和加工企业与中国医科大学等科研单位开展稳定

常态化的协作关系，推动安康中药材产业由资源要素型向

创新驱动型转变，由产业链的低端向中高端攀升。加大药

农技术培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3、强化政策保障

按 照 陕 西 省 政 府 要 求 ， 实 施 “ 链 长 制 ” ， 通 过 “ 链

长”统筹协调各方面力量，建立一套“链长+工作专班+配

套政策包+考核办法”工作机制。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在

项目计划、土地供给、融资渠道、金融保障、财税制度等

方面对中药材产业发展重点倾斜和支持，积极引导社会资

本参与投资中药产业发展。厚植中医药文化，夯实中医群

众基础，促进全社会认识、接纳、体验、消费、受益中医

药，提高中医药文化“软实力”，助推安康中药材产业高

质量发展。

作者简介

孙小萍　中共安康市委党校副教授

西部经济丨Western  EconomyＷ

安康旬阳市农业局在双河镇平河村开展苍术中药材种植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