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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药 共 生 打 开 绿 色 富 矿林 药 共 生 打 开 绿 色 富 矿
——对广西河池市东兰县的调查对广西河池市东兰县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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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央一号文件到《政府工作报告》，再到相

关政策文件，近两年被反复提及的林下经济，已

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钥匙”。林下中药材种

植是林下经济支柱产业，2024 年全国种植面积达

3850 万亩，年产值突破 1048 亿元，成为绿水青山

向金山银山转化的范例。

广西河池市东兰县是革命老区，地处滇黔桂

石漠化片区，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也相对滞

后。但这片“九分石头一分土”的土地，却有着独

特的生态优势。这里的森林面积达 289.78 万亩，

森林覆盖率为 75.78%，坐拥“天然药库”等生态资

源优势。近年来，当地立足林业生态产业优势，

发展林下经济，打造全国知名的“红色药乡”，成

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级林下经济示范县，走出一条

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之路。

林下药香飘山野

暮春时节，走进东兰县武篆镇红里村中药材

种植基地，岩黄连、山乌龟、肿节风等药材长势喜

人。福旺国医堂创始人唐恢天介绍，林下种植中

药材不占良田，无需搭建遮阳棚，节省费用与人

力，药材品质接近野生。

东兰县境内分布着 768 种中药材，是岩黄

连、铁皮石斛等道地药材核心产区。如今，草珊

瑚、板蓝根、山豆根、百部等各类中草药出现在东

兰县各乡镇的林间地头，越来越多的农户成为建

设“绿色药库”的一员。

与传统农田种植相比，林下中药材种植充分

遵循自然生态规律，有效利用林地生态空间，能

减少对耕地的占用，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同时，

药材种植还能改善林地土壤结构，促进林木生

长，实现林药共生。

“经过专业检测，红里村中药材种植基地的

气候、土壤和水质条件都非常理想，光照充足、海

拔适宜，产出的岩黄连有效成分含量非常高。”高

级农艺师韦忠福告诉记者。

中药疗效要好，中药材必须好。“岩黄连生长

在喀斯特石缝中，过去靠村民采挖，产量低、破坏

生态。如今我们通过组培育苗、仿野生种植，亩

产从 30 公斤提升至 200 公斤，带动全县累计种植

岩黄连超 5000 亩。在这片原生态环境中培育的

中药材，其有效成分含量与野生药材基本持平。”

唐恢天说，“红里村中药材种植基地的岩黄连干

货亩产可达 100 公斤至 150 公斤，按照每公斤 250

元的价格计算，亩产值超过 2.5 万元。”

“东兰县支持林下中药材种植，借助当地丰

富的中药材品种资源，大力发展林下中药材产

业。如今，参与林下种植中药材的农户日益增

多，产业队伍越发成熟壮大。”东兰县委副书记、

县长白玛泽仁告诉记者，东兰县推行“公司+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先后成立东兰县

天然中草药种植有限责任公司、东兰县大洞林下

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东兰县盛宏中草药种植开

发有限公司、东兰县委荣顺顺生态农业专业合作

社等中药材产业实体，林下间种百部 1700 亩、板

蓝根 500 亩、山乌龟 600 亩、铁皮石斛 800 亩等，全

县中草药种植面积超 18万亩，拥有 28个百亩以上

中草药种植基地、7 个千亩中草药种植基地。

东兰县委办副主任、东兰县中医药发展中心

主任黄金丽介绍，东兰县大力培育农村新型经营

主体，在武篆镇、隘洞镇、花香乡、兰木乡等成立

多家中草药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企业、专业合

作组织和种植大户示范带动，东兰县林下中草药

种植规模化、标准化有了较大提升，林下中药材

产业发展渐入佳境。目前，东兰县已有中草药专

业合作社 80 家，其中产值 100 万元以上的 10 家，

产值 50 万元以上的 30 家，打造了 7 个自治区级、

5 个市级、6 个县级中药材示范基地。

如今，东兰县已成为重要的道地药材生态种

植基地，正在建设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武

篆镇因地制宜、因村施策，打造蛋白菊、岩黄连、

油茶林套种中草药等 7 个种植示范基地，2024 年

中草药种植面积 3127 亩，产量 761.85 吨；红里村

岩黄连中药材示范基地入选广西第三批“定制药

园”名单。

拓宽绿色致富路

“林下中药材种植周期相对

较长，可与林下养殖、森林

旅游等相结合，形

成 复 合 式 经

营模式，有

效增加农民收入，助力巩固脱贫成果。”广西工信

行业联合第二党支部书记张志生告诉记者，近年

来，东兰县多措并举，将林下中药材种植打造为

乡村全面振兴的绿色引擎，为当地农民提供了增

收新途径。

在长江镇纳洪村，油茶林下套种的草珊瑚与

百部已形成立体种植体系。村民韦德明算了一

笔账：“草珊瑚亩产鲜品 1200 公斤，按每公斤 3 元

收购，加上水稻收入，每亩年产值突破 4000 元。”

林下中药材种植为农民提供了新的增收渠

道。一方面，农民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租金收入，

另一方面，他们可在种植基地务工，获取劳务报

酬，还能通过参与合作社分红等方式增加收入。

在红里村，中药材种植基地每年能带动周边 1000

多户农户务工。

不仅如此，林下中药材种植还能带动中药材

加工销售、旅游观光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为当地

农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

依托丰富的山地资源和良好的气候条件，东

兰县大同乡紧抓林下经济机遇，引导村民在葡萄

藤下种植山豆根、吴茱萸等中草药 180 亩，每年

带来产业收入近 70 万元。

张志生表示，近年来中药材市场需求持续增

长，林下种植的中药材品质优良，符合市场对绿

色 、有 机 、道 地 药 材 的 需 求 ，具 有 较 好 的 市 场

前景。

除了依托独特的生态环境，政策支持、资金

支持也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白玛泽仁介

绍，东兰县将林下中草药产业作为乡村全面振兴

的主导产业重点推进。2024 年，东兰县建成中草

药产业园，项目计划总投资 5.86 亿元，目前已累

计完成投资 1.85 亿元。当地还出台了《东兰县林

下中草药产业发展方案》等政策文件，产业布局

与标准化体系建设目标逐渐清晰，中药材良种繁

育基地、交易中心等基础设施规划逐步落地。

白玛泽仁告诉记者，东兰县种植的多数中药

材品种都有对口药企支撑，可根据实际需求确定

种植规模，并实行保价收购机制，不仅解决了销

路问题，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在东兰中草药产业园，记者看到，总投资

3500 万元的岩黄连注射剂生产线正

在进行最后调试。项目投产后，将实现年产 2000

万支注射液、创收 1.6 亿元的规模效益。

白玛泽仁表示，东兰县把建设特色化、生产

集约化、经营品牌化和产品销售信息化作为林下

中草药产业转型升级核心任务，通过体制机制创

新、科技创新、经营管理创新及生产方式创新，完

善相关政策，破除林下中草药种植发展障碍，推

动各类生产要素聚集，努力实现林下中草药产业

化发展。

在东兰县，中药材不仅是治病良药，更成为

文旅康养的“流量密码”。东兰县副县长潘华凯

介绍，借助中医药与康养产业发展势头，东兰县

以“中医药+健康”为思路，开拓产业新局面，创

新融合墨米、板栗等农产品与铁皮石斛、牛大力

等特色药材，研制出 200 多道风味独特的药膳，

推出 7 款养生茶，实现产值超 1000 万元。

作为革命老区，东兰县还依托红色旅游和生

态资源推动“药旅融合”，入选广西首批红色旅游

融合发展试点单位。从山林药香到文旅新景，这

片红色热土正焕发出乡村全面振兴的蓬勃生

机。2025 年一季度，东兰县接待游客 86.71 万人

次，旅游总消费 9.4 亿元，其中中医药康养占比超

45%，绿水青山正化作金山银山。

产业升级待破局

在东兰县林药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也潜藏

着一些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制约着产业进一

步发展壮大。

据了解，东兰县在山内和山外建立适宜林下

中草药生长的育苗基地各 200 亩，育苗规模、质

量达到要求的，给予建立育苗基地每亩 1000 元

的资金补助。脱贫户自行购买种苗零星种植林

下中草药，当年验收合格后，按照县产业奖补标

准给予补助。每年统筹整合林下中草药产业发

展资金，用于奖励“公司+基地+农户（脱贫户）”

“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脱贫户）”等模式种植

林下中草药的公司、合作社和种植大户。

统计显示，2022 年至 2025 年，县级财政每年

对本地林下经济建

设投入 500 万元以上，撬动

社会资金 2500万元以上。

在张志生看来，虽然政府对林下经济发展给

予了一定的支持，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还存在

政策落实不到位、扶持力度不够等问题。例如，

一些地区对林下中药材种植的补贴标准较低，补

贴范围有限，难以充分调动种植户和企业的积极

性。林下中药材种植前期投入较大，包括土地流

转、种苗采购、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培训等方面，

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白玛泽仁表示，尽管东兰县林下中药材种植

具有诸多优势，但种植技术不成熟、市场信息滞

后、销售渠道单一等问题也不容忽视。

“中药材种植与普通农作物的种植存在较大

差别，再加上山区林下环境的独特性，对于中药

材种植的技术要求较高。促进林下中药材种植

实现更好发展，必须加大种植技术支持。”白玛泽

仁表示，种植技术不成熟是东兰县林下中药材种

植业发展的一大阻碍。目前，东兰县传统种植模

式占比达 70%以上，良种覆盖率仅为 65%，病虫

害防治技术普及率不足 50%。如三石镇巴王村

的地胆头种植基地，因未采用轻简生态栽培技

术，亩产较行业平均水平低 20%，且因质量不稳

定难以进入高端市场。

市场信息滞后和销售渠道单一的问题也制

约着产业发展。记者了解到，东兰县林草中药材

产业仍以种植和初加工为主，缺乏精深加工与全

产业链整合能力，加工转化率不足 40%，大量中

药材仍以原料形式外销，资源优势未能充分转化

为发展优势。同时，区域公用品牌缺失，营销渠

道单一，难以形成市场溢价，产业依赖单一市场，

缺乏价格波动缓冲机制。例如，虽有“东兰道地

药材”概念，但缺少统一认证和宣传，产品多通过

散装形式进入低端市场。吴茱萸、岩黄连等特色

药材因未建立品牌标识，售价仅为贵州同类产品

的 70%。电商渠道开发不足，90%以上产品依赖

线下批发市场，电商平台覆盖率不足 10%。

“对东兰县来说，山区林下中药材种植发展

前景广阔，在促进中药材产业发展、助力乡村全

面振兴、带动县域经济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白

玛泽仁表示，接下来将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

促进林下中药材种植更好发展。一是补链强链，

加快中草药产业园二期建设，重点引进中药饮

片、提取物生产企业；建立县域中药材交易平台，

实现产销直联。二是科技赋能，联合高校建立产

学研基地，推广 GAP（良好农业规范）种植技术；

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产品研发与标准制定。三是

品牌突围，注册“东兰林药”区域品牌，依托“中国

气候宜居县”生态 IP 开展网络营销；布局东盟市

场，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平台扩大品牌影

响力。

在张志生看来，林下中药材种植是中医药产

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生态效益和

经济效益。破解产业发展难题，需要政府、企业、

农户等多方面共同努力，让林下中药材种植发挥

出最大价值。

春采金银花、夏摘铁皮石斛、秋收八角果、冬

挖黄精根⋯⋯在这片曾经孕育革命火种的红色热

土，如今正描绘“红绿相映”的高质量发展画卷。

白玛泽仁表示：“东兰县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以林下中药材为支点，撬动乡村全面振兴‘大

杠杆’，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群众的幸福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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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虽是生态脆弱地区，却有着得天

独厚的环境优势，孕育了丰富多样

的中药材资源。作为著名的革命老

区，这片红色热土如今将林下中药

材种植打造为乡村全面振兴的绿色

引擎，不断探索生态保护与经济发

展的双赢之路。东兰县如何抓住机

遇打开林下经济“绿色宝藏”？林下

中药材产业发展还面临哪些难题？

近年来，我国林草中药材产业发展成效

斐然，各地利用优良的森林生态环境，以森林

药材和林下种植中药材为抓手，采取多种措

施推动林草中药材的高质量发展。比如，广

西创建灵芝、金花茶等地理标志产品，发布多

项地方标准；湖南大力发展“湘九味”及食药

同源中药材林下种植体系；贵州推动天麻、重

楼等道地优势中药材林下仿野生种植。

与传统种植模式相比，林下中药材种植

亮点突出。它可仿野生种植，减少人工干预，

提升药材品质；能因地制宜，在乔木、灌木、竹

林等林下种植不同类型中药材；还可充分利

用林下空间发展立体复合种植，实现资源高

效利用。同时，在喜阴和耐阴品种筛选上取

得突破，解决了林下中药材种植受林上空间

郁闭度限制的难题，为提高产量、提升品质和

增加收益提供了保障。

在产业链延伸方面，全国多地从传统林

下中药材种植向产地初加工、“林药+产品”

深加工发展，呈现系列化、高附加值发展态

势，形成了中药饮片、中药提取、中成药、保健

食品、化妆品等中药材全品类产品体系。部

分地区还探索出“林药+旅游”等产业融合发

展模式，提升综合效益。

不过，当前我国林下中药材种植也面临

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环境适配

性问题。不同中药材对光照的需求差异显

著，只有将药用植物的光需求与林分郁闭度

精准匹配，才能保障其良好生长并实现稳定

量产。其次是种质与栽培技术方面存在瓶

颈。林下种植多选用野生驯化品种，然而种

源混杂与退化现象较为严重，且种子种苗标

准欠缺，给种植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制约了

产业的规范化发展。最后是采收与加工技术

存在短板。由于林下地形复杂，传统采收机

械难以进入，机械化应用受到极大限制，同时

产地初加工配套设施也不够完善。

推动林下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科技

赋能是核心驱动力。通过技术创新、数字化

应用和智能化升级，可实现从“靠天吃饭”到

“数据驱动”的转型，形成“智慧种植—精准

加工—透明市场—生态可持续”的良性循

环。品牌建设是关键抓手，有助于提升产品

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破解“优质不优

价”困境，推动产业从低端原料供应向高价

值品牌经济转型。三产融合是重要举措，通

过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和功能链拓展，

改变林下中药材产业“种药卖药”的单一模

式，构建种植、加工、服务一体化的现代产业

体系。

实现林下中药材种植生态保护与经济效

益双赢，需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依托森林

资源分布特点选择合适品种，合理规划种植

密度和布局；聚焦特色产业，挖掘林地生态潜

力，培育道地中药材，推动深加工，提升产品

附加值；完善监管体系，加强质量监管，推行

标准化生产，建立质量追溯体系，从源头保障

产品品质；开展专项执法行动，保障产业健康

发展。

（作者分别系国家林草局产业发展规划
院高级工程师、国家林草局发展研究中心教
授级高工）

从林下散种迈向全链增值
杨立彬 毛炎新

广西河池市东兰县三石镇板文村红水河第一湾，两岸奇峰林立，植

被覆盖率高，河流水质良好，滋养着两岸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黄甫康摄

在东兰县委荣顺顺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中药材

种植示范基地，八角林下套种着山乌龟等中药材。

向翠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