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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黎世伟
通讯员/张和生 谭忠诚

五千多年前的一天，湘东洣水之滨白
鹿原山林里，一位背着药篓的老人，带领
子民们跋山涉水，遍采各种野草，一边品
尝验试功效，一边采取草药。后来，这位老
人因误尝断肠草，倒在这片山上。

这 里 的 白 鹿 原 ，就 在 如 今 的 炎 陵
县。这位老人，就是中华民族始祖炎帝
神农氏。

历史跨越数千载，往事并不如烟云。
时至今日，炎陵这块古老的土地，传承炎
帝精神，掀起药材种植热潮，发展生态中
药材种植面积 2.4万亩。去年 9月 29日，株
洲中医药大会暨建设湖南省国家中医药
综合改革示范区先导区动员大会召开，炎
陵成为先导区的先行“尖兵”。

沐着早春暖阳，记者驱车从株洲市区
出发，来到 200 余公里外的炎陵，但见到
处郁郁葱葱、生机勃勃，林下的中药苗迎
风摇曳，茁壮成长。

●政府推动，山沟掀起种药热

近日，走进青石冈林场铁瓦仙的中药
材种植基地，只见山山岭岭种满药材，绵
延数里，煞是壮观。

树林下，黄精、七叶一枝花等前一两
年种的药材一岁一枯荣，从土里悄悄探出
尖尖的“小脑袋”。春风拂来，摇曳生姿。

“药苗种植有讲究，每个沟种多少，要
根据沟的大小、宽度、深度进行栽种……”
转过一个山头，见到另一番景象，在农技
人员指导下，村民们挖坑、放苗覆土，新种
重楼、黄精等药苗。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药材亦是如此。
炎陵县水、肥、光、热及土壤条件俱

佳，适宜中药材生长。清初时期，该县种药
曾风靡一时，每到收获季节，挑着担子前
往江西卖药的人络绎不绝，非常壮观，此
盛况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
后，广州军区制药厂曾在水口镇等地建立
药材种植基地。

近年来，炎陵县看到了中草药广阔的
市场前景，决定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大力
发展林下经济，种植中草药，把中草药种
植，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来抓，

拓宽村民增收致富渠道。去年，该县县委
十二届十次全会暨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提
出了将中药材产业打造成为炎陵第二大
特色农业产业。

该县下发《关于支持和发展中药材
产业的实施意见》规定：对发展中药材
种植的，财政给予每亩 1000 元至 3000 元
奖补，鼓励种植企业、合作社、农户一起
上。县农业农村局专门派出 10 名技术人
员实地指导。

在政府鼓励引导下，该县迅速掀起种
植中草药的热潮。

●能人带动，涌现大户三千多

沐着春日暖阳，垄溪乡药材种植基地
负责人罗海玉正带领村民们，种植七叶一
枝花、瓜蒌等中药材。今春，他们计划新种
中药材 50亩。

罗海玉是鹿原镇天星村人，近年他在
垄溪、沔渡等乡镇，先后种植 120 多亩中
药材，加上今年新种的，面积达 170多亩，
带动种植户 16户。

“如今在该县，像罗海玉那样的药材
种植大户有 3000多个。”该县有关部门负
责人说，正是这些能人，成为该县中药材
种植的“中坚力量”。

能人带动是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是
激发内生动力的有力“引擎”。该县厚植发
展土壤，大力培育中药材种植能人，对一
些基础较好的种植户进行重点帮扶，让他
们成为示范户，让其他村民做有示范、学
有榜样。

一些种植户通过与示范户比较，发现
自身差距，主动向示范户学习，起到很好
的带动作用。

一些村民担心产业有风险，中药材种

植积极性不高，中村瑶族乡鑫山村倡导党

员干部和能人带头种。如今，除 58户党员

干部及能人外，该村已带动 30 多个种植

户，种植面积 1000多亩。

数据显示，该县已涌现中药材种植合作

社 50多家，通过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模式，带动3140多户农户种植中药材。

●项目驱动，产业发展“动力足”

产业发展，项目是引擎。

该县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在中草药
产业发展中，炎陵县注重项目带动，通过
广泛对接，利用招商引资，大力引进中草
药种植、加工企业。

2020 年底，该县从香港引进的神农
百草药王谷项目，计划总投资 7 亿元，涵
盖中药材种植和初步加工、制药、科研、
药膳、森林康养等领域；从北京引进的中
国健康好乡村炎陵项目，计划投资 5 亿
元，立足“一村一俗、一村一药、一村一
品、一村一养”的“四个一”工程，主要发
展道地药材培育，高层次实践乡村振兴
工作，现已建成高标准中药材种植基地
5000多亩。

这些项目，由于体量大、专业性强，具
有很大的带动作用。经过两年多发展，神
农百草药王谷项目已在鹿原镇药王谷夹
石坳等种植基地，种植黄精、玉竹等中药
材 8000 余亩。该项目负责人张友军说：

“按照计划，到 2023年，将建成 3万亩高标
准中药材基地，全力打造成为一个集科
普、观赏、研学的中医药文化产业园。”

正是这些项目有力带动，为该县的中
药材产业加速发展取得决定性作用。两年
来，该县药材种植面积以每年 8000 亩以
上的速度推进。

近日，由香港鹏波通讯有限公司投资
1.5亿元的中药材加工项目，在炎陵签约。
该项目选址霞阳镇，主要进行药食产品加
工、中医康养旅游、文化展示等。

做大做强中药材产业，是一个系统工
程。近年，该县还利用招商引资，引进中药
材加工项目，就地加工增值，反促产业发
展。去年，该县从郴州引进了规模中药材
种植加工企业项目，投资 1.1亿元，计划建
设集种植、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现代
中医药生产基地。该县现已引进较大的中
草药种植、加工企业项目 4 个，成为产业
发展的“引擎”。

此外，该县还积极鼓励集体、个人一
起上，产业呈现遍地开花的好势头。青石
冈国有林场先后投资 530多万元，在林下
种植名贵药材 1200 多亩，成为全县的示
范样板基地。炎陵县青林生态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长刘辉介绍，按照计划，今后
将年增名贵药材种植 300亩。预计 3年后，
预计年产值可达 2000万元。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黎世伟 通讯员/刘中晖）
如何建立群众反映问题、解决问题的快捷通道，尽快为
群众排忧解难？去年来，炎陵县利用两个联通“官民”的
微信群，快速帮助群众化解“急难愁盼”事。去年来，该
县纪委监委共解决群众、企业反映的问题 409个，其中
解决企业反映的问题 92个，办结率 100%。

近年来，该县纪委监委充分发挥“监督服务微信
群”桥梁纽带作用，利用“幸福株洲”监督与服务村级微
信群（以下简称“幸福株洲”群）、“制造名城”监督与服
务群（以下简称“制造名城”群），建立官民沟通的纽带。
群众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只需拿起手机点
一点，问题反映一键直达，收到诉求，马上就办。

在微信群监督平台，县、乡、村三级与网格员、职能
部门形成多方合力，采取轮班值日制度，24小时与群众
保持线上线下对接。同时，依据限时办理原则，群众提

出一般性诉求，5日内必须解决；复杂疑难问题，采取交
办、督办、约办、查办“四办”机制，县委牵头，相关职能
部门参与的会商调度与研判，要求 15日内办理。

去年 3月，多家企业主在两群反映：某养猪场将猪
粪直排河里，污染环境。县微信群监督平台迅速将问题
转至县营商环境协调事务中心，该中心带领霞阳镇分
管环保的工作人员深入现场调查，发现情况属实。县营
商环境协调事务中心当即召集相关部门与养猪场老板
协调，由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下达整改通知书，使该养
猪场在 1个月内完成整改。

两群抓住村级微信群群众关注度高、传播速度
快、覆盖面大等特点，联合各乡镇微群办管理员日发
布 3条以上法律法规须知、强农惠农政策方面的信息，
推送最新查处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剖析，增强了群众
法纪意识。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黎世伟 通讯员/黄建云）
2月 20日上午，炎陵罗萍江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协调推进
指挥部召开建设征地和移民安置工作培训会，组织 50
余名有关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学习相关政策、具体工作
流程及注意事项等。会后，参培人员奔赴各自工作岗
位，全面启动了征地拆迁工作。

该项目是市县重点项目，项目选址中村瑶族乡
康乐村与下村乡清溪村境内，项目总投资 82.3 亿元。
其上水库位于下村乡，下水库位于中村瑶族乡，是
国 家 能 源 局 发 布 的《抽 水 蓄 能 中 长 期 发 展 规 划

(2021—2035 年 )》湖南省“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
目计划征拆面积 4153.62 亩，搬迁人口 26 户，拆迁房
屋 7862.4 平方米，涉及下村、中村瑶族乡以及青石冈
林场的两乡一场。按照计划，征拆工作将于 6 月底全
面完成。

该县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项目将严格按照征地
拆迁工作程序，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对所有被征迁
户的住房评估、补偿标准等，都将按照规定进行公示，
保障群众知情权和监督权，打消群众疑虑，做到阳光拆
迁，赢取拆迁户信任，确保项目迅速实现交地。

送技到地头
立春以来，炎陵县农业

农村局组织技术人员分头
深入各水果种植基地，利用
理 论 讲 授 、现 场 示 范 等 方
式，传授培管技术。这是炎
陵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科
教站站长黄远太在策源乡
朝阳村现场讲解黄桃春季
修剪技术。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
黎世伟 通讯员/谭忠诚 炎
电商 摄

炎陵：

发展中药材 全省当“尖兵”

罗萍江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启动征拆

“两群”为群众化解问题409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