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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寶清這顆三江平原腹地的明珠，人文歷史，發展底
蘊深厚。近年來，高度重視中藥材產業發展，通過組
專班、出政策，建基地、擴規模，抓示範、促引領，
強服務、重扶持等方式逐漸發展壯大該縣中藥材產
業，形成獨特的發展模式。

白鮮皮種植面積居全省之首
「白鮮皮在貴縣從種植到加工已形成規模，種植面

積18000多畝，居於黑龍江省之首，佔全國白鮮皮產
量的35%，深加工產品豐富，品質優良，全國馳名，
有較強的行業影響力。」記者在中國農產品流通經紀
人協會《關於黑龍江省雙鴨山市寶清縣申請 「白鮮皮
之鄉請示」的批覆》中，看到了一段沉甸甸、給力的
文字，一錘定音。全縣上下備受鼓舞，幹勁十足，中
藥材產業發展又迎來新的高光時刻。

「一個寶清縣，半個北大荒」。初蕾綻放、草色微
醺、粉紫錦簇……日前，記者一行驅車走進 「天府之
城」。初夏的寶清，除了恣意盛放、漫山遍野的白鮮
皮花海，還有粉白嬌艷、一眼望不到邊際的白芍花
海，藍天為幕，綠樹作屏，這競相盛放的中藥材花海
是寶清縣 「寒地龍藥」產業振興的真實寫照。

物華天寶 好生態育出好藥材
「四山一水四分田，半分蘆葦半草原。」寶清縣生態

資源得天獨厚，是國家級生態示範區和濕地保護核心
區。境內森林面積710萬畝， 「四條生態走廊」綠樹成
蔭、風景如畫， 「三條生態河流」波光瀲灧、綠意蔥
蘢， 「四個濕地自然保護區」芳容旖旎、景色怡人。

該縣有山地、丘陵、平原、沼澤、河川等 5 種地
形，地處高緯度地區，晝夜溫差大，土質肥沃、土壤
富硒，是典型的資源大縣、農業大縣和生態大縣，有
「植無不宜，種無不豐」之說。特殊的地理條件和氣

候條件賦予了北方中藥材特有的品質，全縣有野生中
藥材品種300餘種，具有開發價值的植物藥材蓄藏量
35000噸，是中國野生藥材馴化栽培基地。

2021年全縣中藥材種植面積9.77萬畝，主要品種為
白鮮皮、蒼朮、赤芍、刺五加等50餘種，實現產值1.4
億元，今年全縣中藥材種植面積將達到13.2萬畝。

中藥材種植 帶一方百姓致富
近幾年，種植中藥材的收益普遍較好，有的可以高出

大田作物幾倍到幾十倍。6～8年生的白鮮皮每畝純收入
在12.5萬元左右；3年生赤芍每畝純收入可達7萬元；五
味子每畝純收入8萬元左右；棚參每畝純收入5.3萬元左
右……其他中藥材效益也都比較可觀，其中，白鮮皮、
蒼朮價格看漲。中藥材種植已成為收益高、前景好的致
富品種，深受種植戶喜愛。該縣現有中藥材種植專業合
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32家、種植戶近1000戶。

寶清縣農業農村局黨組書記、局長胡鋒介紹，近年
來，寶清縣把發展中藥材產業作為全縣 「四樑八柱」
產業體系的支柱產業，組建中藥材產業工作專班，推
進中藥材走標準化、規模化、產業化的發展路子。在
黑龍江省農業農村廳的指導和支持下，制定了多項扶
持政策，連續三年出台《中藥材基地建設縣示範補貼
實施方案》，切實掀起了廣泛的種植熱潮，現已成為
寶清縣調整農業結構、增加農民收入的新亮點。

致力打造中藥材全產業鏈
在寶清，道地藥材不僅種得好，中藥材加工也提
檔升級。清洗、烘乾、切片……記者在寶清縣
老龍背林產品開發有限責任公司5000餘平方米
生產車間內，見到了中藥材 「一條龍」生產
線，每台設備都高速運轉，每天可加工生產
中藥材2～3噸。黑龍江福之盈中藥加工有限

公司中藥材初加工車間8100平方米，不斷引進
中藥材先進加工設備，為全縣中藥材種植戶提供

種源、技術支持、中藥材回收等各項保障。目前，
寶清 「出品」的中藥材產品，道地純正銷往安徽亳

州、河北安國、吉林、內蒙古等中藥材批發大市場。
寶清縣委副書記、縣長蔡純意表示，一直以來，寶

清縣着力打造中藥材全產業鏈發展，加強中藥材良種
繁育基地、標準化種植基地建設和精深加工企業培
育。2019年-2022年共扶持種苗繁育基地6208畝，建
設中藥材品種展示園6個，扶持建設設施設備31個。
通過龍頭帶動、特色支撐、市場依託、連片輻射建設
示範基地的工作思路，推動全縣中藥材區域化、規模
化、優質化、集約化、標準化、數字化發展，夯實中
藥材全產業鏈建設基礎。

建特色小鎮 推進「三產」融合
晚春和孟夏之交，全國種植面積最大的芝櫻花海在

聖潔搖籃山盛放，小城子鎮隨之浪漫 「出圈」。這裏
不僅有芝櫻花海，還發展以花卉類中藥材種植及藥食
同源相關附屬產業和太平村 「彩雲嶺」景區的中藥材
產業核心，打造萬畝中藥材 「花海」，投資建設 「寒
地龍藥」發展中心，以 「寒地龍藥」初加工和冷藏庫
為重點，將生產經營、科普宣傳、技術推廣、品牌打
造、市場營銷融為一體，推進三產融合，建設能夠
「遊景、賞花、吃花」的特色旅遊景區。
目前小城子鎮鎮域種植中藥材面積1.2萬畝，在核心

區建設高標準中藥材展示示範園區 2 個，面積 1207
畝，展示道地品種10個，採用綠色防控、水肥一體、
可追溯系統等先進技術及設施，重點培育赤芍、白鮮
皮、防風等 「寒地龍藥」，建設種苗繁育基地1682畝。
2019年至2023年，在小城子鎮太平村 「彩雲嶺」景區
內選址，初步建設佔地1萬平方米的 「寒地龍藥」大市
場，為雙鴨山地區及龍江東部藥材種植建設平台。

打造「北大荒」最大中藥材種植基地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立足新的發展階段，寶清縣將

堅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 「五頭五尾」的重要指
示，以建成 「特色產業聚集地、鄉村振興示範地、農
副產品集散地、康養文旅目的地、品質生活宜居地」
為統攬，把 「四樑八柱」產業體系打造更加牢固，積
極推動中藥材與文化、旅遊、健康養生等行業深度融
合，形成以提供中醫藥文化傳播及養生保健、生態旅遊
等服務為主題的旅遊新業態，把寶清打造成 「北大荒」
最大的中藥材種植基地、 「寒地龍藥」生產基地。

寶清縣聖潔搖籃山景區芝櫻花海寶清縣聖潔搖籃山景區芝櫻花海，，爛漫綻放美不勝收爛漫綻放美不勝收。。

漫山遍野的白鮮皮花開驚艷初夏漫山遍野的白鮮皮花開驚艷初夏。。

七星河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列入七星河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列入 「「國際重要濕地名錄國際重要濕地名錄」」 。。

白芍花海令人流連忘返白芍花海令人流連忘返，，留住鄉愁留住鄉愁。。

錨定中藥材產業發展目標，寶清踔厲奮
發。寶清縣委書記徐斌義在接受記者採訪
時底氣十足，按照 「一縣一業、一鄉一品」
的發展思路，進一步優化生產區域布局和產
品結構，將 「一縣一業、一鄉一品」 串珠成
「鏈」 ，打造 「中國白鮮皮之鄉」 。
如何乘黑龍江省大力發展生物經濟的東

風，推進、大力發展中藥材產業？徐斌義
胸有成竹，着力打造中藥材全產業鏈，科
學規劃全縣中藥材產業發展格局、積極推
進中藥材種植的標準化生產，大力扶持中
藥材加工業發展，切實加強專業隊伍建設
和技術服務工作，做強 「寒地龍藥」 ，加
快推動全縣中藥材產業高質量發展，為生
物經濟注入新動能。
建設高標準、高質量、規模化良種繁育

基地。優化區域種子種苗繁育基地布局，
以道地、特色中藥材為重點，加大政策引
導和資金扶持力度，加快推進中藥材良種
繁育基地建設。
構建良種生產體系。開展優質中藥材種

質創新與新品種選育工作，規範關鍵環節
生產技術標準，切實創製出穩產性好、抗
性強、品質優的道地或特色藥材。
推進中藥材規範種植。重點發展白鮮

皮、刺五加、蒼朮等道地和特色品種，打
造 「寒地龍藥」 生產基地，擦亮 「中國白
鮮皮之鄉」 「中國刺五加之鄉」 「中國芍
藥之鄉」 名片。
做強中藥材產地加工。集中要素資源和

力量，完善共建機制，着力推動中藥材種
植基地、飲片加工、倉儲等項目建設，促
進中藥材產加銷融合發展。
徐斌義稱，力爭到2025年，全縣實現

中藥材種植面積25萬畝以上，把寶清打
造成為黑龍江省種植規模最大、產品品質
最優、科技含量最高、綜合效益最好、產
業鏈最長的中藥材產業發展大縣、強縣。
縣域經濟綜合實力排名跨入全省第一方
陣，奮力打造 「龍江東部名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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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寶黑龍江寶清清 「「天府之城天府之城」」
打造打造「「中國白中國白鮮皮之鄉鮮皮之鄉」」

8月19-20日相約寶清

投資爭過山海關 興業首選雙鴨山

青山如黛。打開中國行政區域地圖，在祖國東北
角有一座享譽華夏的 「天府之城」 ，有一個人間天
上難尋的中國最大黑土天然富硒帶—— 「中國北大
荒硒都」 。
這裏金字招牌一塊又一塊：素有 「天府之城」
「濕地之都」 「煤電基地」 「北國糧倉」 的美譽。

這裏勇扛穩糧食安全 「壓艙石」 重任，是中國現代化農業示範區、國家外貿轉型升級基地（乾
堅果類全國1家）——全國最大的白瓜籽交易集散地、 「中國白琵鷺之鄉」 。煤炭、石油、天
然氣、黃金等礦產資源應有盡有，正全力推動煤電化（材）全鏈條發展，奏響一曲曲 「強工
業」 交響樂。7月1日，又傳佳訊，喜獲中國農產品流通經紀人協會正式授予的 「白鮮皮之鄉」
稱號。這就是大美黑龍江省寶清縣。
時下，寶清縣緊緊抓住全省大力發展 「四大經濟」 的契機，因地制宜，大力發展 「寒地龍

藥」 。延綿妖嬈盛開的白鮮皮、赤芍，中國種植面積最大的聖潔搖籃山芝櫻花，以 「彩雲嶺」
景區為中心的萬畝中藥材 「花海」 ，集 「藥、食、賞」 於一身，美得令人窒息……一幅幅天地
間壯美畫卷，留得住鄉愁，賦能生物經濟是其厚重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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