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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拥有11..99万亩中药基地万亩中药基地、、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成立成立1212家中药材种植合作社家中药材种植合作社、、55个经营中药材个经营中药材
种植的家庭农场种植的家庭农场，，打造打造““产产、、学学、、研研、、加加、、销销、、游游””全全产业链条产业链条

佘家镇佘家镇：：““中药材＋旅游中药材＋旅游””的本草之乡和颐养小镇的本草之乡和颐养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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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下午，在无棣县佘家镇的中药材种
植示范基地，种植户门方生正收拾着最后几袋中
药材薄荷，这是农历年前剩下的最后一点货，他准
备过完了年再出手。面对记者，这个身材壮硕、面
庞黝黑的鲁北汉子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能看
出，这一年收成不错，他打从心眼里满足。

老门是佘家镇上百家家庭农场中药材种植户
中的代表。他年轻时一直在河北定州种植中药，
那时是给人打工。一干十多年，他成了种植的行
家里手。2012年，他回到家乡佘家镇自己单干，
承包了50亩地开始试种中药材。历时三年，他根
据土地、水源、气候等自然特点，最终决定大规模
种植薄荷、丹参和木香。2014年，老门通过土地
流转承包了300多亩地，家庭农场初具规模，基于
他前十几年积攒下的全国各地药材商的人脉关
系，他种植的药材不愁销路，有些甚至还没长起来
就被预订了。在他的带动下，很多街坊邻居、亲戚
朋友也加入进来。老门坦言，如果种粮食，风调雨
顺的前提下每年每亩地最多收入600元，而中药
种植能增收十几倍。他举例，产量最差的薄荷每
年亩产1吨，按照3元/斤的价格算，每亩地年利润
能到2000元左右，木香能到2500至3000元，而丹
参能到3000至4000元。

近年来，佘家镇立足地域特色，大力扶持中药
材种植。按照“本草之乡、颐养小镇”的总思路，坚
持多元发展，以“特”兴镇，科学谋划了全镇现代农
业的发展布局。目前全镇中药材种植面积达1.9
万亩，涉及19个品种，辐射31个村。其中主要品
种有薄荷、蛇床子、金银花、红花、荆芥、木香、丹
参、益母草等。在省农科院的帮助支持下，该镇建
设了5000亩的中草药种植基地，辐射带动全县发
展中药材种植50000亩。

结合中药材产业发展，佘家镇不断探索产业
发展与科技人才相结合模式。积极与鲁东大学、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进行项目对接，与省农
科院、省中草药创新团队、东营职业学院、省中医
药大学、鲁东大学、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等高
等院所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目前，正在积极申请
优质中草药薄荷为省级地标产品。“我们还聘请了
青岛农业大学‘万人计划学者’郝智慧教授为中药
材产业发展科技顾问，引进两名科技博士来挂
职。”佘家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崇云说。

近年来，佘家镇创新“中药材＋旅游”新模式，
以秦口河房车露营公园、黄河三角洲中药材种植
示范基地为中心，连续三年举办了国庆节苇荡芦
影大型旅游活动，结合百亩桃林园、杏林园、冬枣
采摘园、千米荷花园，全力打造佘家镇全域旅游一
步一景新格局。

按照《佘家镇(2016—2020 年)中药材产业发
展规划》，到2020年，全镇中药材种植面积将达3-
5万亩以上，建成“黄河三角洲地区最大的中药材
基地”。在此基础上培育佘家镇中药品牌，建立

“本草之乡、颐养小镇”的品牌培育体系，培育具有
突出优势的知名品牌。

佘家镇党委书记周金岗表示，未来将依托当
前的种植规模，发挥区位优势，打造占地200亩的
集研发、销售、信息共享等于一体的鲁北中药材产
业园，为中药材产业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

藏红花成熟的季节藏红花成熟的季节。。

大规模的药田大规模的药田，，也吸引了外地游客与专家前来探讨研也吸引了外地游客与专家前来探讨研
究究、、观光游玩观光游玩。。

从种庄稼到种药材从种庄稼到种药材，，村民们开始在这片地上探索村民们开始在这片地上探索。。

在鲁北这片盐碱地上在鲁北这片盐碱地上，，佘家镇人探索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佘家镇人探索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将晒干的中药材粉碎打包将晒干的中药材粉碎打包。。 在家门口打工种植中药材在家门口打工种植中药材，，拓宽了农民致富渠道拓宽了农民致富渠道。。

一位药农正在木香田进行田间管理一位药农正在木香田进行田间管理。。 金银花采摘金银花采摘。。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与佘家镇人民政府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参加“黄河三角洲”地区薄荷实打测产验收活动的中草药创新团队。

基地工作人员在进行药材深加工基地工作人员在进行药材深加工。。黄河三角洲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初具规模。

薄荷种植喜获丰收薄荷种植喜获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