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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效应不明显
    

坐落在弥渡县苴力镇先锋村的正

大集团万头生猪养殖场，通过辐射带

动，引导当地群众规模化养殖生猪，

成为促进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为提高养殖延伸效益，2017 年该养

殖场在上级部门的帮助下，配套了

100 多亩中药材种植基地，开始发展

药用兼观赏的两用植物香叶天竺葵。

养殖场利用建成的“养殖废弃物还田

利用循环系统”，将生猪粪污进行过

滤、发酵，经“沤肥”等生物技术处

理后，实现粪污还田到中药材种植基

地，作为香叶天竺葵的绿色肥料。

这一发展模式，不但减少了养殖污

染，还大大降低了中药材生产成本。

这个生猪养殖场的循环发展模式

效益固然显著，但相比其万头生猪的

养殖规模，上百亩的中药材配套种植

面积明显“单薄”，中药材种植只是

养殖产业附带的一部分，规模化效应

不明显。该现状是目前云南中药材绿

色种养循环发展模式中面临的一个比

较普遍且突出的问题。

记者从云南省中药材种植养殖

行业协会了解到，目前，云南 900

万亩中药材存在的布局现状是：滇

重楼、三七等规模化效益显著品类，

往往采取连片发展、大棚种植，其产

业各环节与市场融合度较高，但其生

产方式单一，种养循环融合度不高，

综合效益低。而种养循环模式发展较

好的药材品类，其生产基地又集中在

林区、山区，分布零散，连片发展规

模化效益不突出。这种产业发展现状，

直接影响了中药材绿色种养循环发展

模式的规模化推广应用。

    

政策引导促发展
    

云南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有关

人士告诉记者，包括中药材产业在

内的农业绿色种养循环模式，即便

还面临着诸多问题，但其发展呈欣

欣向荣之势，这种模式将是未来云

南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战

略的重要举措之一。

在中药材种植领域，云南依托

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

见、云南省推进道地药材科学规范

种植生产等政策措施，围绕“一县

一业”“一村一品”“十大云药”“10

大名品”等建设，积极推进中药材

有机循环基地、生态有机药材产品、

中药材生产综合体等的建设和认证，

推广中药材种植与土鸡、中华蜂养

殖的绿色种养循环发展模式，推进

中药材产业健康发展。

今年 5 月，农业农村部、财政

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绿色种养循

环农业试点工作的通知》，腾冲市、

泸西县、弥渡县等云南省 28 个县

（市、区）每年将享受相应的国家

级试点资金倾斜。“对我们来说，

这是个好政策，打消了我们进一步

做大做强‘林下中药材 + 藏香猪养

殖、土鸡养殖’的顾虑。”迪庆州

维西县中药材种植大户和必诚高兴

地说。

这些利好政策，必将为中药材

绿色种养循环发展带来更好的市场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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