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英山发展中药材产业有什么
优势？

王海霞：英山是国家区域性中药材
良种繁育基地、湖北省现代中药材产业
示范县、中药材特色产业优势区、道地药
材“一县一品（苍术）”示范县。2023年，
英山中药材产业集群入选省级重点成长
型产业集群。

我们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优势：品质
好，多种中药材以其优秀的理化指标受
到市场青睐；基础稳，全县中药材种植面
积28.6万亩，年产干品3万吨，2023年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过35亿元；品牌靓，
英山桔梗、英山天麻、英山茯苓、英山苍
术被列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记者：英山发展中药材产业面临的
主要问题是什么？

王海霞：良种自给率还要进一步提
高。优质苍术的种苗基地规模偏小，茯
苓一、二级菌种本地自制生产用种不足。

精深加工不足。龙头企业带动不
够，研发投入不足，高附加值产品不多。

产业融合发展不够。中医保健、药
膳养生等服务拓展不足，医养、康养融合
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记者：英山建设中药材全产业链将
重点在哪些环节发力？

王海霞：目前，我们把全产业链建设
聚焦到精深加工上，重点围绕四个方面
发力：

建平台，目前正在加快建设现代农
业产业园和大别山茯苓产业园。

育龙头，内部培优扶强，外部招大引

强，梯次培育深加工企业。
重研发，聚焦苍术、茯苓等主导品种，

加强与湖北省中医院、湖北中医药大学等
战略合作，推进“院政企”三方合作，支持
企业加大产品研发，提升产品附加值。

拓市场，依托“i黄冈”惠农服务平
台，加快中药材特色供应链建设，进一步
链接企业、产业和市场。

记者：当前黄冈正全力建设国家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英山如何找
准定位，贡献自己的力量？

王海霞：我们立足英山中药材资源
和区位优势，结合县域战略规划编制工
作，明确了建设大别山道地药材产业发
展集聚区的功能定位，按照“以文养医、
以医带药、以药兴产、以产惠民”的总体
思路，聚焦苍术、茯苓、天麻三个小赛道，
重点抓好“三品一标”体系建设，建设专
业园区，优化专项政策，做实专业配套，
突破性发展中药材深加工，力争在黄冈
建设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中
显特色、作贡献。

同时，通过打造品牌矩阵、建立标准
体系、强化溯源管控、加强品牌营销等举
措，围绕“区域公共品牌+地标品牌+企业
品牌+产品品牌”的品牌体系，打造“英三
味”区域公共品牌。积极申报苍术、茯苓
湖北省地方标准，制定英山苍术、英山茯
苓标准化种植和加工团体标准。搭建中
药材种植、加工、销售全过程溯源体系。
组织企业参加中医药文化贸易交流活
动，积极承办相关学术会议，加快推动道
地药材“走出去”。

7月17日，湖北辰美中药有限公司
制剂生产车间，药香扑鼻。各类中药饮
片经过蒸煮、提纯、分离等工序，“摇身一
变”成为即冲即饮的配方颗粒。

这袋小小的中药配方颗粒，是辰美
紧跟中药工业化进程的见证。

2005年，辰美成为英山引进的首家
中药饮片加工企业。依托当地优良的中
药材资源禀赋，公司迅速站稳脚跟。

很快，增长遇到瓶颈，特别是对中医
院这种重点客户，市场很难打开。

调研发现，各级中医院转向使用
小包装规格中药饮片，且对饮片质量
要求越来越高。

响应市场需求，辰美研发生产小包
装精制饮片，2013年产值达到了6000
万元，引起不少上市药企的关注。

2017年，经英山县政府撮合，创业
板上市公司天津红日成功控股辰美，辰
美开启了现代化制药的新征程。

在日韩等国，中药配方颗粒市场已
达70%，我国仅8%，市场前景广阔。天
津红日控股辰美后，决定上马中药配方
颗粒项目。

厂房设计、建造、设备吊装、厂房封
顶、设备安装……一道道工序紧锣密
鼓。与此同时，辰美积极申报湖北省中
药配方颗粒研发、生产和临床使用试点。

2020年，设备刚试产，公司就获得
湖北省中药配方颗粒生产许可。

“中药配方颗粒的诞生，改变了中药
汤剂‘千年一罐制’的状况，附加值得到
进一步提升。”公司行政部负责人高永贵
表示。

2023年，辰美共加工生产中药饮片
3000吨，中药配方颗粒500吨，加工销
售收入近3亿元。

在锐意创新的同时，辰美也深知产
品质量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黄柏碱浓度15mg/g，符合标准，
准予放行。”检验中心内，质检经理徐敏
正使用超高液相色谱仪对即将出厂的黄
柏配方颗粒进行检测。

为确保药品质量，辰美工厂内所有
产品都会经过 5 道严格的检验程序
——原料入厂、饮片中间体、浸膏粉、待
包颗粒、配方颗粒成品，每个环节都有
专业人员进行质量检测。检测项目包
括性状、薄层色谱、有效成分的含量
等。公司仅用于检测设备的投资就高
达数千万元。

如今，辰美已成长为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湖北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获
得实用新型专利11项，与同济医院、湖
北省中医院等多家知名医院建立了长期
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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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观察
看地标优品走出大别山⑧

对话英山县县长王海霞：

加快推动大别山
道地药材走出去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毅 曹雯 通讯员 雷露 张晶晶

从中药饮片到配方颗粒

英山中药材身价倍增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曹雯 通讯员 吴滕钰 雷露

融入文化创意

大别山中医药“潮”出圈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曹雯 通讯员 肖熠

“最近订单旺，文创礼盒一上新就被
预订了1500个。苍术合香等伴手礼销
售火爆，接下来要加班加点赶工期啦！”7
月18日，位于英山城区的“妙物昇”药食
同源产品体验店，湖北绿欣源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总经理肖刚边整理订单边笑着
说。

门店里，弥漫着醇厚甘甜的药香。
药茶包、苍术合香、中药手串等各类产品
琳琅满目，中医药元素渗透到店里每一
款产品中。

9年前，27岁的肖刚辞职返乡，子承
父业从事中药材种植加工，成立绿欣源
公司。按照“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
的模式，绿欣源建立起1800亩药材种植
基地，辐射带动面积达到16000亩。公
司新建中药精制加工车间和现代中药产
品研发中心，不断加大产品创新和精深
加工力度，发展成为黄冈市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去年产值突破4000万元。

和老一辈人不同，年轻的肖刚喜欢
琢磨新东西。2023年8月，肖刚注册成
立英山首家中医药主题文创公司，并以

毕昇夫人李妙音为名。
“中医药文化已经成为‘新国潮’，传

统药企要全面拥抱新消费。”肖刚介绍，
公司充分吸收英山丰富的中医药文化、
毕昇文化和红色文化等资源，开发出3
大类20余种文创产品。

首批产品中，由玫瑰、茯苓、甘草等中
药材为原料研发的代用茶系列产品十分
受欢迎。此外，基于本地道地药材苍术开
发的熏香、手串、香袋等也广受好评。

稳扎稳打开好局后，肖刚又开始创
新打法。

肖刚的办公桌上摆满了文创礼盒设
计图。“每一款礼盒都要经过多次来回推
敲，几易其稿，确保呈现最优效果，彰显
英山文化底蕴。”肖刚介绍，公司文创团
队设计了英山茶礼、游礼、红礼、膳礼等
多款中医药文创礼盒，将多味时令本草
与英山缠花等非遗元素巧妙结合，给产
品注入更多文化内涵。

“借助文化力量，让英山药材‘飞’出
大别山，是我一辈子要做的事业。”肖刚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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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山，位于大

别山南麓，“天然药

用植物资源宝库”，

境内有千余种具有

地域特色的中药

材。“十大楚药”中

有五味主产在英

山，尤以“英三味”

（茯苓、苍术、天麻）

最为闻名。

英山是我省现

代中药材产业示范

县、全国中药材主

产区和出口基地。

至 2023 年底，英山

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到 28.6 万亩，产量

约 3.15 万吨，相关

从 业 人 员 超 5 万

人，综合产值达 35

亿元。

今年 4 月，黄

冈获批建设国家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试验区。为抓好这

一重大历史机遇，

英山积极打造“英

三味”区域中药材

品牌，以基础科研、

培植龙头、联农带

农为重点，推进现

代中医药产业链建

设。

7月15日，英山县石头咀镇，湖北森荣中
药材开发有限公司厂房里，负责人刘喜正带领
工人为天麻制种做准备。

森荣公司前身是1997年成立的大别山茯
苓菌种厂，目前是黄冈大别山区产能最大的菌
种厂。刘喜介绍，公司可年产茯苓菌种和代料
500万袋，产品占领英山、罗田60%以上的市
场，还远销安徽的岳西、霍山、金寨等地。

好种子才能产出好产品。
2021年11月，取代种植40余年的“5.78”老

菌种，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和省中医药研究
院共同选育的“WZ-1”茯苓新菌种通过鉴定，其
结苓率和转化率均大幅提高，但推广却不容易。

“药农求稳怕变，要让新菌种落地，必须企
业主导、政府推动。”英山县特色产业发展促进
中心主任冯劲松说。

去年，英山县吉利中药材有限责任公司与
农户签约种植，森荣公司负责制种，市县两级政
府实施价格补贴，英山、罗田两县的新菌种推广

面积达1300亩，当年亩均增产30%以上。今
年，种植面积增加到2000亩。同时，“茯苓诱
引”和“代料栽培”等新技术也得到广泛应用。

随着炎炎夏日的到来，陶家河乡桦树沟村，
由湖北宏图中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林
下采籽园里，苍术小苗长势喜人。

1995年起，宏图公司负责人万雨露就在陶
家河乡推广苍术种植，但一直采用成药的块茎
繁育，成本高，且产量不稳定。

2020年，由政府牵线，宏图公司与湖北中医
药大学余坤教授合作，研发组培育苗技术。今年3
月，宏图公司选育优质种苗，建立500亩的采籽
园。“改用苍术籽进行组培育苗，可降低种植成本
40%，提高产量30%。”万雨露透露，他们已成功细
分出精油含量最高的苍术品种，正在提纯扩繁。

“只有坚持科技赋能，才能突破产业发展瓶
颈。”县长王海霞介绍，英山与湖北中医药大学
合作共建的中药材产业研究院即将挂牌，目前
已有多个中药材关键技术课题立项。

英山县陶家河乡与安徽省岳西县古坊乡相
邻，由一条湖北大道相连。沿路而行，只见古坊
乡大量种植小黄姜，陶家河乡则满眼药田。

“别看我们这里偏，近九成农户都种药材。
去年，全乡中药材产值4亿元，人均存款排名全
县第一。”乡党委书记徐涛自豪地介绍，陶家河
乡去年入选国家首批农业产业强镇。

中药材种植在英山逐步走向规模化。近
三年来，英山支持农户通过土地流转、股份合
作等形式，与龙头企业、合作社等共建标准化
示范基地，创新“订单收购+分红”“农民入
股+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多种利益联结方
式，让中药材种植农户分享更多增值效益。

56岁的储昭友是陶家河乡闻名的种植大
户。他16岁贩卖药材，39岁改行种植。现在
每年种药材120多亩，其中天麻50余亩，给他
帮工的村民有20多人。今年天麻行情翻番，老
储乐得合不拢嘴。英山对新建中药材种植基地

达到连片20亩以上的给予奖补，其中“英三味”
的补贴标准最高，达到每亩800元。“每年仅奖
补我就能领到1万多元。”老储说。

2017年，在温州当了十几年厂长的刘振畅
回到陶家河乡，创办明畅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开展茯苓、天麻等中药材
的种植和加工。现在，公司年产值已达2000万
元。刘振畅笑着说：“比我当厂长还挣得多！”

位于草盘地镇的湖北英草堂药业有限公
司，以菌种输出和高于市场价回购的方式，带
动周边农户，已成为英山最大的天麻加工企
业，公司生产的“牛轭岭”牌天麻畅销广东、安
徽等地。

由于政府引导和市场发展，越来越多的英
山人不再出门打工，选择留在家乡投身中药材
行业。据统计，英山从事中药材产业的经营主
体已达1892户，其中个体经营户1312户（含个
体家庭农场115家），农民合作社372户。

“药材药材，行情好是药，行情不好就是
‘柴’。”在英山，这句魔咒正慢慢失效。

吉利公司是英山最大的茯苓产销企业，也是
同仁堂、太极集团、九芝堂等知名药企的长期供
货商，产品远销日本、韩国及东南亚。“我们的茯苓
看似不愁销，但如果一直停留在卖原料上，就等
于把高附加值拱手让人。”公司销售经理余涯说。

2022年以来，吉利公司先后研发生产出茯
苓挂面、茯苓丸等五个系列五十多种“药食同
源”产品。2023年11月，与华中农业大学共同
研发的“四时养源饮”上市，这款产品破解了茯
苓多糖不溶于水的难题，颇受市场欢迎。

作为英山唯一的省级瞪羚企业，湖北一泰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虎杖中提取的白藜芦醇，
每公斤售价1400元，可用于保健食品和化妆
品，是欧美客户的抢手货。现在，公司又瞄准天
麻素的提取，正在升级改造生产线。

延链补链，企业是主体。加快培育中药材
龙头企业，英山县出台《现代中医药产业链发展
实施方案》，根据销售收入和税收、技改、品牌建

设等多项指标，对考核前三名的企业给予重奖，
分别奖励800万元、600万元、400万元。

获得冠军的湖北辰美中药公司，2021年
10月投产中药配方颗粒，目前年产量已达500
吨，共600多个品种。公司在本地大量采购茯
苓、天麻、苍术等中药材，助推英山药材进入母
公司天津红日庞大的销售网络。2023年9月，
拿到奖金后，公司已启动新一轮扩产。

聚焦中医药精深加工，英山在县城经济开
发区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在药材重镇石头咀
镇建设大别山茯苓产业园。

“英山中药材正积极向产业链下游延伸，与
终端市场对接，完成由卖原料向卖产品的转
变。”英山县科经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3年，英
山中药材行业规上加工企业产值达7.68亿元，
比两年前增长32.9%，税收贡献达到1500万元。

县委书记郑光文表示，英山将继续坚持对
内整合、对外开放，以供应链思维改造提升中药
材产业链，着力推进“医、药、养、文、旅、康”产业
融合发展，全力打造现代中医药产业链集群。

改良种源优品质

联农带农壮基地

选育龙头强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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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家河乡英太寨村的药田。（受访者供图）

吉利公司的茯苓晾晒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