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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药乡：在坚守中传承 在创新中发展
磐安打造最具辨识度、影响力的百亿级富民产业

朱 言

中药产业是磐安各大产业中发展历史最久中药产业是磐安各大产业中发展历史最久、、基础最实基础最实、、前景最好的传统特色产业前景最好的传统特色产业，，也是对外最有磐安辨识度的标志性产也是对外最有磐安辨识度的标志性产

业业。。近年来近年来，，磐安始终把中药产业作为强县之基磐安始终把中药产业作为强县之基、、富民之举富民之举、、活力之源活力之源，，加快推进一二三产全产业链高质量融合发展加快推进一二三产全产业链高质量融合发展，，全力打全力打

造百亿级中医药大健康产业集群造百亿级中医药大健康产业集群。。

中药材是磐安的最大优势，“浙八
味”中“磐五味”占了五席。磐安中药材
产业的稳步发展，靠的是一代代磐安人
的接续努力。

磐安中药材以“道地”闻名。面对
国内中药材产业“道地无地，名方不名，
炮规难规，标准失准”的窘境，磐安先后
实施了绿色无公害种植、无硫加工等措
施，确保地产药材的道地品质，为振兴
中药材产业“扛旗举鼎”。

今天，坐落在江南药镇核心位置
的“浙八味”药材城，是长三角地区设施
最完善、配套最齐全、规模最大的中药
材集散中心，汇聚中药经营主体 636
家，年交易额突破 45 亿元，90％以上的
浙产道地药材从这里走向全国和世界，

形成了“买全国、卖全球”的区域中药材
交易中心。

从“中药材产业”向“中医药大健康
产业”的迈进，则是磐安在传承之路上
的跨越之举。

2020 年 11 月，江南药镇由省政府
正式命名为省级特色小镇。以其为核
心驱动，磐安引入多元创新要素，持续
完善中医药产业链、光大中医药文化，
小镇完成了“从无到有，从有到特，从特
到精”的历史性跨越，凭借强大的影响
力和辐射力，正成为中医药文化走向复
兴的重要窗口。在传播和传承中，中医
药文化的“根”与“魂”得以活化。

以江南药镇为主平台，磐安建成千
亩规模的磐安中医药产业园、中医药健

康产业孵化园，引进康恩贝集团、浙江一
方制药、大晟药业等知名药企入驻；后实
施了磐安县中药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
省级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示范建设项目、

“浙八味”道地药材产业集群项目等重大
项目，累计下达专项资金 1.2 亿元，用于
磐安县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有跨越，更有矢志不渝的坚守。
从2002年9月24日在县田径场举

办“中国（磐安）道地药材暨大盘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命名活动开幕式”（第一
届中药材博览会）开始，磐安以“高举弘
扬中医药文化大旗，扛起振兴中药材产
业大任”为目标举办药博会。

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支持下，
2021 年，“中国·磐安中药材博览会”正

式升格为“浙江省中药材博览会”，为
中药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空间格局
和强劲动能。磐安努力打造“全国中
药产业振兴发展策源地”“国家中药资
源保护利用样板地”“全国精品道地药
材生产示范地”“浙产优质药材集散
地”“全国中药产业技术研发新高地”

“长三角地区中医药康养目的地”，依
托药博会这个重要平台，磐安中
药材产业的知名度、影响力逐
年提升。

这片药香浓郁的安然之
地，正逐渐成为中医药文化
版图上不容忽视的精神
地标，为健康中国书写
新的时代注解。

药香千年的坚“守”之道

推动磐安中医药产业振兴发展，是
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然
选择。

作为全省山区 26 县之一，磐安经
济总量不大，只占全省的 0.17%，但中
药 产 业 产 值 在 全 省 的 占 比 达 到 了
9.5%。经过多年耕耘，磐安中药材正从
一株“小草”渐变成为当地一大富民支
柱产业。

“这几年，我们承包了农户的土地，
以每天 150 元的报酬雇农户参与种植，
农户能获得租金和工资两份收入。”磐
安县山之舟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包金亮说，企业也会鼓励农户自主种植
药材。在种植前，企业会和农户签订保
底收购价格，并根据当年的市场行情进
行溢价分红。

“我从小就是在药材堆里‘滚’着
长大的。现在的药材不愁卖，还没下
地就有人等着收。”磐安农户杨水祥

说，现在他们家的日子越来越“滋润”，
在技术部门的指导下，他的中药材也
越种越好。

2021 年，磐安全县中药材种植面
积 7.26 万亩，产量 2.1 万吨，产值 6.44
亿元。浙贝母等“磐五味”主导产品
产量占全国的 60%以上，并辐射带动
东阳、仙居、缙云等周边县市农户种
植中药材超 30 万亩。全县共有中药
材种植户 4.8 万户、中药生产企业 67
家，注册登记从事中药材生产经营单
位 5536 家 ，临 时 购 销 户 3000 多 户 。
2021 年“浙八味”药材市场交易额 45
亿元，全县中医药产业总产值达 70 亿
元。

全 县 有 三 分 之 一 的 农 户 依 靠 中
药 实 现 了 增 收 ，一 个 产 业 富 了 一 方
百 姓 ，也 兴 了 一 方 经 济 。 看 到 中 药
材 产 业 给 老 百 姓 带 来 的 利 益 ，方 正
珍稀药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方

正 激 动 不 已 ，作 为 磐 安 种 植“ 仙 草 ”
铁皮石斛的第一人，郑方正用实际
行动实现了理想：种一片“仙草”
富一方百姓，直接带动 30 多户
农 户 致 富 ，仅 每 年 支 付 给 农
民 的 工 资 就 多 达 50 余 万
元。从种活一株草到做精
一 味 药 ，磐 安 实 现 了 从 单
纯 的 中 药 材 种 植 向 一 二 三
产融合发展的转型，中医药产
业已成为其强县富民的支柱产
业。

产业联动，区域辐射，今天的磐
安在开放中共享。

“共享车间、共享仓储、共享检测”
三共享体系初步形成，磐安已建成中药
材共享无硫集中加工点 11 个，每天能
处理各类中药材 180 余吨，在满足磐安
本地所需的同时，已辐射服务仙居、缙
云、东阳、永康等县（市）。

绿色经济的“富”民传奇

传承是磐安中医药发展的基础，
创新则是磐安中医药发展的不竭动
力。

在去年召开的全县中医药产业振
兴发展大会上，磐安明确将“打造全国
中药产业生产研发新高地”写入《磐安
县中医药产业振兴发展五年行动方
案》中。不久后，“科创中国”赋能地方
行首站落地磐安，从更高层面对磐安
中医药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进行剖析和
指导。在同年举行的中医药创业创新

大赛上，来自全国各地的
高校人才又贡献了数十

个中医药相关项目，为
磐安中医药科研、推

广、发展提供了新
的实践经验。

中 药 配 方
颗 粒 有 效 性

和安全性研究
榜 额 1000 万

元；“磐五味”标志
性成分及性状特征

提取与道地药材标准
制 订 专 家 挂 牌 200 万

元⋯⋯千军易得，一将难
求，在中药材核心难题上，磐安建立

“揭榜挂帅”机制，企业挂榜发布、政
府牵线搭桥、人才挂帅攻关“三方联
合”，实现“磐五味”研发突破，振兴
磐安中药产业。

与此同时，磐安紧紧抓住数字化
改革机遇，把数字化改革的理念、思
维、方法、技术贯穿中医药全领域各方
面，集成中药产业大脑，建成“数字药
镇”，打造“未来工厂”，推进“数字中
医”建设，以数字化引领中医药全产业
链融合发展。

“现在规模化种植贝
母，高科技帮了大忙。”

种植户陈红指着田垄
边的一盏盏像小路

灯 一 样 的 设 备 ，
“紫外线诱虫灯

省去了驱虫的

麻烦，种出来的中药材更生态。”
陈红口中的高科技，远不止诱虫

灯这一项。她掏出手机展示了一笔最
近成交的订单：“还没种下去呢，明年
的货就有人订走了。”数字化应用“浙
药通”显示，一家中药企业在“云端”预
定收购了 1000 公斤浙贝母。陈红滑
动手机页面，种植基地照片、温湿度参
数、产品检测结果等数据一目了然。

这是磐安自主探索研发的中药
产业大脑。在数字化改革的时代浪
潮下，磐安围绕生态种植、规范加工、
数字流通、全程追溯四个重点领域打
造的“浙药通”，入选了 2021 年度省
级数字经济系统第一批优秀地方特
色应用、金华市数字化改革最佳应
用。

在数字化的“浇灌”之下，中药产
业在磐安“老树开出了新花”：在种植
环节，通过数字化改革，实现生态种植
机制重塑；在加工环节，通过“三共享”
体系规范整个加工流程；在流通环节，
通过质量追溯确保中药材从源头开始
一直到生产加工流通全流程追溯监
管，有针对性地更好服务药农、药企和
药商，全面提升药材质量。

“智造”之旅已悄然开启。如今，
磐安的中药材种在地里、长在“云”
上。今年上半年，磐安在去年数字化
改革成果基础上，经迭代升级和增量
开发，上线了中药产业大脑。全县
7.26万亩中药材种植地块、4.8万余户
种植户信息，以及主要中药生产企业
的数据已全部上“云”

通过中药产业大脑，占磐安三分
之一人口的中药产业从业者正聚合在
一起，告别“单打独斗”。在算法和数
据分析的支持下，全县对中药产业政
策、科技、金融的支撑更加通达，产销
两端实现无障碍精准连接，促进了中
药产业的集群化发展、规模化提升，实
现优质优价。

让道地药材卖出好价，浙江的数
字化改革正为产业发展开辟出新路
径。

江南药谷的“数”智时代

铁皮石斛花开铁皮石斛花开

数智药镇数智药镇数智药镇

林下灵芝林下灵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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