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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背景下 

中药材产业发展探索 

——以四川省内江市中药材天冬产业发展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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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川省内江市农业科学院，四川 内江 641000； 

2.内江市市中区农业农村局，四川 内江 641000） 

【摘 要】：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背景下，内江市紧抓中医药产业发展的大好机遇，

依托当地自然资源、环境及产业优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川产道地药材天冬产业。实地调研发现，内江市中药材

天冬产业发展仍存在种植规模小、品种开发不足、全产业链不完善、科技基础薄弱等问题。内江市应通过增强政策

扶持、提供要素保障、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园区建设、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宣传引导等措施促进天冬产业发展，助

力乡村振兴。 

【关键词】：乡村振兴 天冬产业 问题 对策 

【中图分类号】R917【文献标识码】A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文化历史沉淀的结晶，是现今世界上保留最完整的传统医学体系，中药材

是中医药事业传承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道地药材是我国传统优质药材的代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要“实现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关键是产业振兴。近年来，中药材产业已成为各地区促进农户增收、脱贫致富、乡村

振兴的特色产业，发展中药材产业正逐渐成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途径。四川省内江市紧抓中

医药发展的大好时期，结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四川省建设中医药强省等机遇，聚焦“内江成渝地区绿色原料药制造基

地”“成渝地区中医药基地和中国曲剂基地”，依托当地自然资源优势和环境优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川产道地优势中药材天

冬，全市中药材产业呈现“药材种植初具规模，中药(曲剂)产业形成聚集，健康服务初具规模，产业总量不断增加，产业招商形

势喜人，产品研发积极推进，医疗服务不断提升，人才培养有序推进”的发展态势，初步形成了药材种植、中药加工、饮片(曲

剂)生产、健康食品转化、中医服务、药品销售、文化展示等产业雏形，确定了“一乡、一基地、一园区、一中心”的中药材产

业发展思路(一乡：中国天冬之乡。一基地：中国曲剂基地。一园区：中医药产业园区。一中心：中医院院内制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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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江市天冬产业发展现状 

1.1道地药材资源丰富，天冬种植历史悠久 

内江市中药材品种多、质地优，在 1985 年版《内江地区农业经济志》中记载内江市药用植物 6 类、194 科、1207 个品种，

占全省药用植物的 37.6%，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结果显示全市共有天冬、枳壳、栀子等共 38个优势品种 6667hm2，丰富的中药材

资源为内江市天冬产业奠定了丰富的种质资源基础。天冬是川产 86种道地药材之一，是内江市唯一的川产道地药材，传统观点

认为川天冬质量最优，而川天冬主产于内江，内江天冬种植历史悠久，有文字记载的就有 180年，在清朝咸丰年间即有种植，且

一度种植规模巨大，曾被列为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科技示范区。《四川省中药材栽培技术》记载“四川省天冬主产区为内江县(主要

是指东兴区)”。东兴区志记载，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东兴区郭北镇已建成川天冬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试验地，内江市东兴区是

我省天冬道地产区，天冬种质资源类型多样。 

1.2品质上乘优势独特，产业效益日益提升 

天冬是百合科天门冬属植物天冬 Asparagus Cochinchinensis(Lour.)Merr.的干燥块根，也被称为明天冬或者天门冬，是一

种常见药食兼用药材，以干燥块根入药或入膳，其主要有效成分为氨基酸、多糖、皂苷等，有养阴生津、润肺清心的功能，具有

抗菌、解热、镇静、抗癌、抗氧化、降血糖、抗病毒、美容等作用。内江地区所产天冬味甜，是唯一可用于食用的天冬品种，本

地人常用作补品食用，其中天冬肉汤、天冬膏、天冬酒、天冬蜜饯被视为佳品，广受欢迎。目前，天冬已被国家卫生部列入“可

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而天冬提取物亦为目前市场新兴产品之一，可用于医药保健品，饮料食品添加剂等，具有养阴润

燥，清肺生津的功效，可用于肺燥干咳，顿咳痰黏，咽干口渴，肠燥便秘，具有广阔的市场开发前景。天冬属于大宗中等用量药

材，天冬需求量较大，市场供不应求。四川地区川天冬目前以散户种植和野生採挖为主，年产量在 200t左右，而川天冬近年来

由于产量不高，通常还未到市场流通就已销售完。 

1.3种植规模逐年扩大，“中国天冬之乡”初见成效 

内江市委市政府确定了打造“中国天冬之乡”的战略目标，内江市东兴区主动把发展天冬产业确定为区委区政府的“一号

工程”，成立了以区委书记、区长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专门设立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推进中心”；内江市东兴区已成功荣

获“中国天冬之乡”称号。目前，已开展“内江天冬”地理标志产品认证以及申请将天冬纳入“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物质”名

录。《四川省中药材产业发展规划(2018-2025年)》中明确了内江是天冬的道地产区，并规划在 2025年以前将四川的天冬种植面

积扩大到 200hm
2
以上，为内江天冬产业的恢复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和目标，截至 2021年 6月，内江市东兴区现已种植内江道地天

冬 333.33hm2，到 2030年，发展天冬 1万 hm2，把天冬产业打造成为“一二三产业融合、产业事业文化联动”，实现产值 100亿

元，把内江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天冬之乡。 

1.4科技创新助力产业发展，开放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近年来，内江市不断增强中药材产业发展的科技支撑能力，助力全市中医药材产业快速发展。截至目前，先后与中国中医科

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四川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重庆中药研究院等科研院所建立了合作关系，解决制约天冬产业发展的共性

问题、突破技术瓶颈。内江市始终“坚持协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务实开放合作”的方针推进全市天冬产业的开放合作工作，

先后与中国国药集团、999药业、北京同仁堂(四川)药业、四川省中药饮片公司等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定向研发天冬颗粒、天冬

饮片、中成药、中兽药、保健品、食品、日用品等，延伸内江市天冬产业链产品种类。同时，还与四川省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建立内江道地药材天冬产业技术联盟，就开展天冬产业规划、天冬规范化生产标准体

系研究、天冬经典名方研发、天冬品牌打造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以内江市中医医院、东兴区中医医院为主体，大力研制基于经

方、名方、验方等的医疗机构制剂，建立天冬区域制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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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江市天冬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规模效应碎片化，保障要素与技术支撑能力不足 

内江市天冬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但各种植基地比较分散，各乡镇、种植专业组织、种植户基本上处于单打独斗状态，缺乏统

一的布局和组织协调，还无法形成合力，同时缺乏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产品质量难以保证，难以有序的参与市场竞争。近年来全

市种植天冬热情高涨，但种苗供应严重不足，基础设施设备不够，种植支持政策、收购资金保障、种植保险等配套还未到位，一

旦受到资金、市场、基础条件的影响，种植户积极性必然受到影响。一方面，无论是内江天冬种苗的繁育、农资的供应，还是地

力的保有、技术的跟踪服务，基本上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服务碎片化，农民无所适从，自主为战。另一方面，天冬原本

入药的品种混杂，各地用药习惯不同，造成药材市场流通的天冬品种较混乱，特别是在内江范围天冬栽培品种混乱，本土优势天

冬品种推广力度不够，通过实地调研，发现目前栽培的天冬品种繁多，种源不清，缺乏有效的行业规范。内江天冬产业还没有建

成天冬 GAP种植基地，急需建立和推广栽培技术规程、产地加工技术规范等；未开展 GMP认证，尚未建立天冬质量标准体系，产

品的检验检测技术急需构建。 

2.2专业人才队伍薄弱，资金投入与平台建设不够 

人才队伍建设是中医药传承和创新发展的必要条件。天冬产业无论是管理还是种植，对专业技术要求都很高，需要大量专业

人才支撑。就全市目前而言，一方面，专业管理人员缺乏，全市尚未专门设立天冬产业发展中心，各区县对应配备专业管理机构

和力量不足；种植科技人才紧缺，多数天冬种植户没有充分掌握种植技术，管理粗放，致使天冬质量和效益始终难以得到有效保

证，尤其是乡镇专业技术人员很少，中药材种植、培管、加工、销售等方面人才严重缺乏，集中表现在农村实用技术人才水平不

高、发挥农民身边的“土专家”作用不足，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等对人才作用认识不到位。同时，内江市缺乏医养产业创意人

才，在实现天冬与乡村旅游等产业有机融合方面非常滞后，导致天冬产业开发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另一方面，天冬产业发展能否

成功，关键还在于投入和保障政策力度。内江市天冬产业发展资金来源一靠政府专项资金，二靠银行贷款，三靠县区财政支持，

四靠企业、药农自筹。现实是由于政府专项资金少、银行贷款困难、企业和药农自筹能力比较有限；地方财政实力不强，对天冬

生产和科研的扶持力度明显不足，由此形成规范化种植不够规范、市场建设仍然滞后。 

2.3市场竞争处于劣势，品牌效应与区域竞争力不强 

内江市天冬种植业有一定的基础，但未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还没有形成拳头产品和品牌影响，没有功能完备的天冬产业园

区，中药企业少、规模不大，在参与市场竞争中难以主动应对。内江市天冬资源丰富，但优势发挥不足，一是内江大部分地区采

收天冬主要依靠人工采挖，费时费力，之后在当地小作坊进行蒸煮、手工脱皮、烘干，再进入蜜饯市场流通，其规模小、成本高，

效率低，加工条件简陋、质量难以控制。二是天冬加工企业规模偏小，产品多为初级加工，附加值不高，带动能力不强，内江作

为天冬主产区，缺少与“小天冬、大产业”发展目标合拍的精深加工企业，产业链条不完善，导致天冬产品开发利用不足，除了

作为蜜饯等初加工产品之外，在其他方面的开发利用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三是缺少天冬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信息交易中

心、物流配送中心为一体的综合配套、完善专业的天冬市场交易平台，影响内江成为全国的天冬定价中心、贸易中心、交易中心、

加工集散中心、仓储物流中心，对推动内江的标志农产品“天冬”走向全国乃至国际市场形成障碍。 

3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背景下促进内江市天冬产业发展的措施 

3.1把握政策机遇，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导向相结合 

坚持总体规划先行，天冬产业全市一盘棋的思路，着眼长远和全局，宏观把握天冬产业和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协同发展，制定

发展天冬产业的措施政策，促进内江市天冬产业链成型壮大。首先，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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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企业在天冬产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功能，促进产品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级转型。其次，把握好“中药材产业将迎来

前所未有的政策支持”的产业政策机遇。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的出台，为中药材产业发展指引了大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将中医药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先后颁发了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等。

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发展，将中药材产业确定为七个优先发展千亿级产业之一，纳入“5+1”现代工业体系、“10+3”

现代农业体系、“4+6”现代服务业体系重点培育，出台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四

川省中药材产业发展规划(2018-2025)》《川药产业振兴工作推进方案(2019-2022年)》等系列规划和扶持政策。内江市先后出台

了《内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内江市中药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内江市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二十条措施》《内江市中

医药产业发展规划(2019-2030年)》等文件。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都为内江市天冬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和保障，为大力发展天冬产业提供了新机遇、新动力。 

3.2明确天冬特色产业地位，增强其发展引领力和竞争力 

把天冬产业作为引领内江市丘区特色农业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使其成为富民富财的重要“工程”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首先是进一步提高对内江市天冬产业化发展尤其是全产业链发展的认识，强化天冬特色产业的地位，认真研判发展趋势，包括天

冬品种的更新换代，种植技术模式的探索、收储保鲜、市场占领、精深加工等，用产业化的理念定位全市天冬产业发展。其次是

强化牵总力量，统筹资源整合，提升服务水平。可明确市级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对全市天冬产业发展负总责，做好战略规划与战

略布局，制定发展规划，协调有关部门在技术推广、群众发动、招商引资、资金筹措、市场营销等方面，整合资源与要素，协调

各方，运用调节机制，围绕产业发展统筹提升服务。然后是强化信息的引领作用，建好信息平台，用好大数据。充分认识信息的

重要性，用信息贯穿引导天冬全产业链的发展，从田间地头的溯源系统到天冬品种的来源信息，到土壤的测控、农药的施用，到

全国天冬市场的联接，建立有效的信息收集，经加工分析后通过信息平台发布到农户、经纪人所持的终端上，用信息指导生产，

在线互动、把握行情、跟踪物流、决策生产经营。 

3.3加强基地建设，强化产业创新与品牌培育 

一是加强天冬基地建设。以市场需求和企业订单发展为抓手，重点围绕全市适宜天冬生长地区，布局天冬产业基地，推进中

药材天冬万亩乡镇、千亩村建设，建设集约化、标准化和规模化天冬生产基地。二是发挥龙头企业和合作经济组织带动作用，将

农业板块基地建设、农业综合开发、林业生态重点工程建设以及招商引资等方面紧密结合，通过规划引导、政策支持、企业联办、

标准示范等办法，优化基地布局，加快天冬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三是认真研究药农利益连接保障机制，促进企业和农户及市场间

形成稳定的产业链，科研、种植、加工、销售之间形成紧密依赖的利益共同体，构建企业持续发展和药农稳步增收的“双赢”格

局。四是强化产业创新，注重品牌培育。首先是围绕天冬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开展天冬生态栽培技术、精深加工技术、绿色贮

运技术、安全投入品技术、农产品安全检测等技术创新与集成示范，突破一批制约天冬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建设天冬创新

团队，选聘一批岗位专家，打造一批天冬科技示范基地，培育一批天冬市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其次，鼓励企业开展 GAP天冬基

地建设，提升规范化种植水平。再次，支持企业研发创新，提升企业研发能力，加强天冬新产品开发，树立质量标准，实现天冬

产品提档升级，培育拳头产品，支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创立精品名牌，形成“内江天冬”品牌经济，提升“中国天冬之乡”

品牌影响力。 

3.4完善服务体系，搭建成果转化与科技创新平台 

一是完善天冬全产业链中介服务体系，以投资主体多元化，服务对象社会化，运作机制市场化，服务方式多样化为主要形式，

为企业种植户提供天冬研发、市场信息、投资融资、政策法规、创业指导等市场化、规范化的中介服务。二是组建内江天冬产业

利益联盟体系，大力支持以龙头企业、农村科技带头人为中心，组建多种模式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引导农民自愿组织起来，形

成规模化生产经营，实现与市场的有效对接，鼓励支持药农组建合作社、农庄、药农联盟等各种形式的新型农业经济组织参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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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天冬产业发展。三是建设全市天冬种植技术服务体系。开展天冬种植技术的培训和指导工作，各种植片区建立“天冬种植技术

指导站”，专门进行天冬种植指导工作，加强对药农开展良种选育、规范化种植、病虫害防治、产地加工等技术培训力度，及时

精心编写先进适用、通俗易懂的培训教材、资料和课件，认真制定和落实培训方案，逐级逐层培训，造就一代懂技术、会经营、

善管理的新型农民。四是积极构建天冬供销网络服务体系。支持专业合作社建立和完善中药材技术推广体系，抓好新品种、新技

术的引进、试验和示范工作，建立天冬产业信息共享平台，适时发布全国、全省、全市的天冬产业信息和市场行情，指导服务全

市天冬产业生产，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组织参加各类大型农展活动和中药材宣传推介活动。五是实施天冬产业科技创新平

台建设工程。组建天冬产业专家服务基地和天冬科技创新团队，推进中药材天冬领域市级重点实验室、天冬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天冬技术创新中心、天冬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创新平台建设，探索创新联合体建设。六是实施天冬产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工程。发

挥企业成果转化的主体作用，推广专家大院等模式，加快全市天冬领域成果中试熟化和产业化示范，打通科技进村入户通道。培

育一批天冬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小微企业、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加快天冬产业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地

建设，及时将先进适用成果变成现实生产力。 

3.5创新保障机制，坚持融合发展 

首先，建立内江市天冬产业人才保障机制，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创造条件吸引国内外各类人才，建立适应天冬市场需

要、胜任科技创新的合理人才梯队，在培养企业家队伍方面，实施借脑工程，吸引外地企业家参与内江天冬产业发展。第二，建

立天冬产业专家咨询制度，聘请全国天冬产业研究领域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生产企业的专家以及法律、营销、金融、管理等

方面的专家组成内江天冬产业顾问专家组。第三，建立健全内江市天冬市场准入管理制度，加强对本市范围入市交易天冬的质量

检测管理，建立内江市天冬质量检测中心，引导生产源头规范种植，通过质量监督管理，推进全市天冬质量追溯制度建设，提升

内江市道地中药材的市场竞争能力。第四，积极探索建立持续稳定的资金投入保障机制，加大对天冬基地和专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中药企业扶持力度，鼓励各县区设立政府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市场化运作的天冬产业发展基金。第五，大力宣传中医药健

康养生文化，发展天冬健康产业，推动天冬产业融合发展。引导百姓树立中医药健康养生理念，将药膳、药浴、药熏等现代休闲

方式引进天冬种植基地，要把天冬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特色小镇建设相结合，依托天冬植物学特性，充分利用其在观赏、绿化、

采收等方面的作用，逐步建设一批天冬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开发一批具有地域特色的中医药健康旅游产品和线路，因地制宜地推

出药膳、研学等附加服务，让顾客变游客，药园变乐园，努力丰富天冬产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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