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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本草溪谷更多的时候被称为中医药康养小镇。

当地政府对这个园区的定位是大力气发展秦巴山区中医

药健康产业，加快推进中医药康养小镇与农旅融合建设

步伐。因而从两河镇通往本草溪谷的不到10公里的旅游

公路也非常通畅。

“ 秦 巴 山 区 农 户 一 直 有 种 植 中 草 药 的 传 统 ， 但 都

是零星的不成规模，更谈不上科学规范。经过考察后，

2016年2月我们开始选择大规模种植五味子和淫羊藿中草

药，采用的是套种生态种植模式。”据梅皓介绍，七年

多的时间里，本草溪谷主要起到了带动作用。通过流转的

500亩土地，以优质五味子繁育基地为基础，引导周边村镇

农户种植五味子1万亩，发展林下仿野生抚育2万亩。

2018年7月，经中国中药协会批准，石泉本草溪谷成

为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种植养殖专业委员会企业会员单

位。11月，广药集团与本草溪谷签订了南五味子基地建

设协议。南五味子基地被纳入国家工信部委托药植所主

办的扶贫项目。2019年1月，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陕西

省中医药管理局认定石泉县本草溪谷中医药旅游养生基

地为“省级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从2019年7月开

始，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

所为本草溪谷五味子种苗繁育、种植、深加工提供技术

支持及解决方案。

本草溪谷也被认定为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单

位、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首批省级中医药健康旅游

示范基地，陕西省第一批“定制药园”、省级林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

从 药 源 开 始 到 药 材 加 工 再 到 有 自 己 的 医 馆 ， 外 行

人听起来这一套似乎顺理成章。但这其实是跨度很大的

一件事情。从大的方面来说，行政管理与审批部门是完

全不同的；而对企业来说，单纯从药材种植到药材制作

就有很多技术难关需要攻克。如今本草溪谷已经开发了

五味子饮片、五味子果酒、五味子果酱、鲜果保健食品

及特医食品。“我们强化五味子及其它中草药的研发转

化，延长产业链条，目的也是为了提升经济效益。”梅

皓说。

而 且 从 一 开 始 ， 本 草 溪 谷 就 盯 上 了 健 康 与 产 业 共

融的方向，超前规划了中医药康养小镇与农旅融合的模

式。从2016年开始，本草溪谷一期投资1.7亿元，主要建

成了五味子中药材种植观光产业园、秦巴汉水中医药生

态养生园。据梅皓介绍，二期计划投资2亿元，主要建设

本草集中医药文化博览园、曹家山文旅康养度假产业园

和中药材深加工项目、生态护岸等；三期计划投资8000

万 元 ， 主 要 建 设 秦 巴 山 区 中 药 材 种 植 资 源 和 科 普 观 光

园。建设适用于森林中医药康养，休闲、养生、度假、

自驾、旅居的陕南民宿、森林养生基地、房车营地等各

项建设及相关配套设施。

本草溪谷依托秦巴山区山地自然生态和人文背景，

以名贵中药材种植、山野田园、风情休闲、森林养生度

假、乡土民俗、深度中医体验，实现中药五味子种植示

范基地规模化、规范化，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塑造中医

药健本草溪谷康养生旅游品牌。

应当说，本草溪谷中医药健康产业园是石泉县大健

康产业方面实现健产共融的范本。这个集旅游、度假、

休闲、购物、文化文娱、养生、保健、疗养、康复、科

普、科考等为一体的中医药园区，已经实现将独特且底

蕴深厚的中医药资源作为平台，在传承弘扬和创新发展

传统中医药的同时，形成了自然观光旅游产业及健康服

务产业相融合的新产业，为秦巴山区发展中医药健康旅

游产业，实施乡村振兴提供一条探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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