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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T

崔秀明：产业发展整体上处于原

料供应状态。比如，云南铁皮石斛原料

畅销国内外，但本土品牌却近乎为零。

再如云茯苓，全国种植面积和初加工饮

片的70%以上都在云南，但中药产品体

系、栽培技术、精深加工链条都不在云

南，发展后劲不足。

然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云南中

药材产业未来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十分巨

大，眼前的劣势，未来可能会成为最大

潜力。做强精深加工环节，建立健全产

业链，充分挖掘中药材衍生产品价值，

将产品附加值留在云南，将是未来的主

要发展方向。

    

记者：要打造好“十大云药”品牌，

云南各级各部门该如何发力？

杨生超：首先，从省级层面主导

种植养殖的农业农村部门，到主导科技

研发的科技部门，再到扶持帮助企业发

展加工环节、做大做强的工信部门等，

应统一思想，采取“联席会议”制度的

方式，共同推进整体产业的优化布局。

目前，这方面的工作基础薄弱，整体布

局少，各自为政的现象明显。

其次，农业产业链体系建设是一

个长期工程，或将需要10～ 20年才能

构建起来，建议各级各部门抓紧推进全

产业链构建，特别是精深加工和市场体

系、质量管理体系等产业链后端体系的

构建。

再次，对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的

扶持和打造，建议各级党委、政府，特

别是基层党委、政府应转变思维方式和

发展理念，积极帮助企业发展。

    

记者：企业如何助力“十大云药”

品牌打造？种植户该怎样理性参与中

药材产业发展？

杨生超：有些企业在发展中满足

于“大户”思维，只在前端搞生产，抢

农民饭碗，却忽视企业本身对市场和产

品的开发优势，这对云南中药材产业整

体发展不利。

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才是企业的

第一要务，企业应积极采取“公司+合

作社+农户”等发展模式，将前端生产

和初加工及其原始利润交给农民和合

作社，自己专心做好精深开发和市场

拓展，创新产业链，扩大影响力，赚

取源源不断的延伸利润。此外，是品

牌打造问题。从农业产业发展实践中

得出结论，一个好品牌的形成往往不

是企业靠一己之力能打造的，需要政府

搭桥助力、企业创新、合作社和农户拿

出质量过硬的原材料。因此，企业在品

牌打造中不要充当“孤胆英雄”，应积

极与产业链上下游和政府通力合作，在

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作出更多贡献，

通过公共品牌实现企业品牌的提升。

而种植养殖群众，应通过合作社

融入产业发展，要摒弃“一亩三分地利

润通吃”的思维，积极提高种植养殖技

术，通过加入合作社，与公司合作做好

前端生产。在合作中，不能因为市场价

格高就单方面违约，将原料药材卖给第

三者，市场价格低就要求企业履行“收

购义务”，这样既不利于长期增加收入，

也不利于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最终受

损的还是农民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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