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小时服务热线：0536-5253221
2023年8月11日 星期五 责编/王凯旋 美编/李晓梅新闻资讯 码上看报 码上订报2

金银花，又名忍冬、银花、双花等，
是人们喜爱的观赏植物，也是一种常
用中药。在山东潍坊临朐县九山镇小
尧峪金银花种植基地，连片的金银花
枝繁叶茂、花团锦簇。在采摘期，每天
有30余名村民在基地进行采摘。

“金银花药用价值颇高，经济效益
不错。金银花一年可以采摘三次，采摘
期本村及周边村民可以到基地务工，
按斤称重结算报酬，可以帮助他们在
家门口实现增收。”村党支部成员徐永
记正在花田里指导着村民采摘金银
花。据了解，此处种植基地已经是第 3
年采摘，采摘下来的金银花烘干以后，

由合作的公司直接上门收购，销路很
稳定。

九山镇中药材种植历史长久，主
要以种植薰衣草、丹参、黄芩为主，薰
衣草种植规模 3000 余亩，丹参、黄芩
共种植 2824 亩。九山镇借助“沂山论
健. 中医药健康大会”活动的东风，大
力发展金银花、艾草等特色中草药种
植，全镇目前共有金银花种植基地 2
个，总面积 1000 余亩。通过实施“党支
部+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链发展
模式，让群众在这份略带药“苦”味的
产业中，甜了乡村振兴的“致富梦”。

本报记者 王凯旋

走进秘境本草园，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葫芦造型的入园门。园内种
着各种草药，有皂角、芍药、知母
草、蒲公英、丁香等，微风吹来，
草药香气四溢。近600亩的园区，
种植的中草药多达1000种。这些
中草药的收获季贯穿全年。为了保
证原生态、无公害，园内的所有中
草药都是自然生长，不施肥、不打
药，全靠人工打理。由于不用农
药，所以管理难度也大大增加。为
了解决病虫害问题，园区采取了套
种方式，利用植物的特性防虫。

刚开始种植的时候，很多草药
因为盐碱地无法成活。为此，董万
法开始寻访、试验，挑选耐盐碱的
中草药品种。他先后邀请中国中医
药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到园
内实地调研，为盐碱地中草药的种
植提供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在

专家的指导下，董万法精心择选了
600余种中草药品种，其中引入了
雪莲子、藏红花等300余种名贵中
草药。

为了寻找一株好药材，董万法
不惜奔波千里，到云南、东北、安
徽等地考察。为了在盐碱地上种出
好药材，他不断加强技术培训和
人才培养，提高产业科技水平和
配套服务水平。秘境本草园与山
东中医药大学等高等科研机构合
作，充分利用他们的技术实力和
科技优势，积极开展相关研究，
培养中药材种植专业技术人员，
提高潍坊市中药生产技术水平。
同时，开展耐盐碱中药材优良品
种选育、扩繁、育苗、移栽定
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采
收、初加工、运输以及储藏等规范
操作规程研究和制定。

种草药 产业旺 农业转型新发展

金银花成了致富花

村民房前屋后种植草药，一千种草药示范种植，并带动了一方村民走上致富路。
这就是位于山东潍坊寒亭区高里街道南里村的秘境本草田园综合体。在这里，中医养
生理念与乡村产业振兴相融合，碰撞出“本草”与田园综合体的火花。如今，在园区周
边的几十个村，西北孙村、柳疃村、西王庄村、康家村、高里一村……道路两侧、房前屋
后，目光所及的绿化全是药材。板蓝根、芍药、丹参、百合、金银花、杭白菊、紫苑、皂角
……中草药代替了小菜地和景观植物，种植面积有2000亩之多。不仅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村集体和农民收入增加，而且带动了高里街道的农业转型升级。

秘境本草田园综合体是2018年落
户南里村的。那时的南里村还是一个传
统的农业种植村，由于土地盐碱含量
高，粮食种植产量较低，农业发展受
限。多年来，村民主要以外出务工为
生。综合体的落地，不仅让南里村的面
貌焕然一新，也带动了周边几十个村的
种植转型。

综合体的规划建设者是潍坊秘境本
草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万法。他
早年毕业于山东中医药大学，毕业后也
一直在中医药行业工作。后来，他在高
里街道投资建设了药厂，成为当地的著
名企业。“当时，药厂一车车进原料。
当地老百姓看到后就问‘这是什么植
物’‘我们种了的话，药厂回收吗’。所
以，我就萌生了带领村民种草药的想
法。”他说。他又提起，当年上学时，
学生们只能见到百十来种活体草药，其
他的就只能依靠标本和图片。如果建起
一座中药种植园，不仅能作为药厂的原
料基地，也能为许多人认识草药提供一
个平台。

说干就干。董万法首先深入了解了

当地的农业种植结构、农户种植水平，
对中草药种植需要的条件进行实地考
察。当地街道党工委闻讯，也给予了一
系列政策支持。2018年，秘境本草田
园综合体正式落户在了南里村。董万发
几乎天天待在项目工地，监督项目的实
施。作为以先进管理模式、全链条种植
结构、集约化生产方式，带动街道农业
转型升级的重点支撑项目，高里街道党
委还专门安排党工委副书记包靠该项
目。时任南里村党支部书记的李华友听
说项目在自己村落户，非常高兴。“南里
村盐碱地多，常年种小麦和玉米，周围
几十个村劳动力外流严重。建园区，做
产业，这样好的机会送到跟前了，我们
必须抓住。”当年，拥有800亩耕地的南
里村，就流转了600亩地用于项目建设。

“当时和农户商定的土地流转费以
每亩1000斤小麦为计价基础，随行就
市计算价格。考虑到政府的支持，流转
会比较顺利，但一下子流转到全村七成
土地确实意外。”董万法也没有想到土
地流转如此顺利，园区的建设也很快拉
开帷幕。

“药材种植既实现了美丽乡
村，又能赚钱，推广效果非常
好。”李华友说，因为中草药项目
的发展，南里村是受益最大的村
子。该村共860亩土地，原来主要
种植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村民
以外出务工为生。如今，不仅村集
体收入增加了十几万元，不少村民
也成了秘境本草园的全职员工。

村民李华芝家的5亩土地流转
后，每年能拿到2400元左右的租
金，原来靠在家种地的她成了园区
的员工，每个月 3000 元的工资，
再加上房前屋后种植的中草药每年
能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仅她一
人就能为家里增收4万多元。

“一颗杭白菊产花2斤卖4元，
一户能收80来斤。套种的丹参差
不多能收200斤，每斤7块。这房
前屋后的闲地每年就有1700多元
产值。”园区工作人员介绍。园区
内现有300余个品种的中药，药食
两用的100多种，企业根据村民意
愿和当地土质，免费提供种苗并签
订回收合同。

园内已设有百草园和中药养生

馆，正打造集养生餐饮、住宿、亚
健康调理和医学美容于一体，具有
寒亭特色的“学、研、产、销、
游”为一体的中药材田园综合体。
董万法说，规范化种植养植是解决
中药资源问题的根本出路。中草药
种植田园综合体实际上是在走多产
融合的产业模式，它是在生态农业
的基础上，立足中草药生态农业

“健康养生”“绿色环保”和“传统
文化”科普教育的特点，充分利用
中草药奇花异草景观，形成“可
览、可游、可居”的环境景观和集

“自然—生产—休闲—康乐—教
育”于一体的景观综合体，发展体
验中草药农业与观光农业相结合的
特色旅游。

“目前，我们成立了寒亭区首
家院士工作站，与山东中医药大学
等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充分利用他
们的技术实力和科技优势，积极开
展相关研究，培养中药材种植专业
技术人员，提高潍坊市中药材生产
技术水平，走产学研结合的原生态
中草药种植之路。”董万法说。

本报记者 王凯旋

以田园为载体 以中药文化为灵魂

一株株中草药 美了一方水土富了一方人

从建药厂到建中药园 董万法迈出新步伐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工人管理草药董万法在园区内

秘境本草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