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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山府办发〔2023〕21 号 
━━━━━━━━━━━━━━━━━━━━━━━━━━━━━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秀山自治县加快中药材产业高质量 
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县级各部门： 

《秀山自治县加快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已经十

八届县人民政府第 28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组织实施。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5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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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山自治县加快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实 施 方 案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

见》，国务院办公厅“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和《重庆市委、

市政府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的总体要求，

为深入贯彻落实《重庆市经济作物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建设规划》，加快培育乡村产业

“一主两辅”，推进秀山县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实

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和重庆市委、市政府关于

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决策部署，坚持绿色发展，发挥资源优势，推

动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中药材产业新发展格局。坚

持“市场主导、政府主推、企业主体、农户主动”的原则，按照

“全环节提升、全链条增值、全产业融合”的思路，打造结构合

理、链条完整的优势中药材特色产业集群，到 2027 年，形成百

亿级乡村振兴支柱产业。 

（二）主要目标。紧紧围绕“1221”（一库两中心两基地一

百亿）的发展目标，着力“补短板、强链条，提质量、增效益”

的思路，加快推进秀山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武陵药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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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取得明显成效。到 2027 年： 

——稳规提质 40 万亩道地中药材原料基地。打造山银花、

黄精等中药材标准化基地 20 万亩，干品产量达到 1.5 万吨，其

中山银花标准化基地 10 万亩，山银花产量全国第一，占据山银

花全国市场份额三分之一以上；黄精标准化基地 5 万亩，黄精产

量全市第一，建成中国黄精之乡；其他中药材 5 万亩。建成全国

知名的道地中药材基地县。 

——建成武陵山中药材产品加工基地。围绕道地中药材新开

发并投入生产食品、功能食品、中成药、日化品等新产品 100 个

以上，其中单品销售收入 5 亿元以上的 1 个、1 亿元以上的 5 个，

培育国家级龙头企业 2 家，实现中药材加工、销售综合产值 60

亿元以上。 

——建成武陵山中药材现代物流中心。重点围绕武陵山道地

优势品种进行产地初加工和趁鲜切制加工，以产地加工带动产品

集聚，以产品集聚带动形成产地集散市场，建成物流、人流、资

金流汇聚的武陵山中药材现代物流中心。配套建设常温库、阴凉

库、冷藏库等中药材仓储设施 2 万平方米，形成初加工企业达

50 家，加工品种超 50 个，仓储能力达 3 万吨，年周转量达 5 万

吨的武陵山现代中药材仓储物流中心，中药材市场交易额达到

20 亿元，建成武陵山道地优势中药材产地初加工产业园和武陵

山中药材交易市场（中国山银花产地交易市场）。 

——建成武陵山道地优势中药材良种种苗繁育中心和武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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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药材种质资源基因库。加快品种选育繁育，选育 2-3 个中药

材优良品种，提纯复壮提升“渝蕾 1 号”种苗质量，打造山银花、

黄精等中药材良种种质资源圃和良种采穗圃，年出中药材种苗 1

亿株，主要品种良种覆盖率达到 90%以上。重点收集武陵山主要

道地药材种质资源，与成都中医药大学等科研院所共建武陵山中

药材种质资源保存基地，保存药材基因资源，纳入国家区域性良

种繁育基地。 

二、工作措施 

围绕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立足全县中药材

资源和生态优势，着力打造现代中药材生产体系、产业体系、市

场体系，加快推进全县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稳步壮大现代中药材产业体系。一是优化产业布局。

综合考虑产业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和潜力，持之以恒构建“一山

两盖优势区、一园多区加工区”百亿级中药材（山银花）产业链，

助推产业集群发展。“一山两盖优势区”：围绕太阳山、平阳盖、

川河盖等“一山两盖”打造山银花等中药材产业集群，唱响“平

阳盖百里山银花长廊”品牌，将山银花打造成国家现代农业全产

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建成全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保持“渝十

味”道地品种的资源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围绕油茶、水果等产业，

通过林药结合、果药结合、药药结合等复合种植模式主要布局黄

精产业，建设林下黄精示范基地，建成市级或国家级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一园多区加工区”：依托高新区、县级以上现代农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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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园、农业园区，开发加工药品、食品、饮品、工艺品、生活用

品等中药材衍生品，打造立体综合发展的百亿级中药材（山银花）

产业链。二是提升中药材基地标准化。鼓励大型中医药企业以共

建共享方式建设原料基地，做好 3 万亩中药材新版 GAP 基地备

案。出台山银花、黄精标准化基地创建方案，打造 5 个以上规模

化、标准化、生态化的中药材种植示范镇村。加强产业标准化管

护，着力提升产业管护效益。三是培育优势种源基地。建设山银

花种质资源圃和“渝蕾 1 号”良种采穗圃，提纯复壮“渝蕾 1 号”

种苗质量。建立黄精种质资源圃和“滇黄精”、“多花黄精”采穗

圃，推行催芽直播育苗技术。选育培育山银花、黄精新品种，夯

实武陵山优质中药材良种种苗繁育中心基础。 

（二）加速巩固现代中药材生产体系。一是完善中药材生产

标准体系。按照“有标贯标、缺标补标、低标提标”的原则，完

善道地药材（山银花）生产标准、加工标准、储藏标准和良种繁

育、种植采收、质量安全等技术规程，修订山银花地方标准，构

建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大力推进按标生产，实现中药材生产产地

道地化、种源良种化、种植生态化、管理精准化、产品品牌化。

二是强化科技支撑。坚持科技兴药，加大科研投入，鼓励县属国

有企业与县内主要中医药企业共同设立重庆秀山山银花产业研

究院，启动实质性运作。坚持“急用先行、重点突破”原则，采

取“揭榜挂帅”“赛马制”等形式，与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农

科院、西南大学、浙江农林大学、重庆中医药学院、重庆市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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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等科研院校的技术合作，为山银花、黄精等产业发展提供

科技支撑。聘请中医药专家作为产业发展顾问，建立常态化交流、

研讨、咨询、机制。三是强化技术服务。统筹相关院校、科研机

构、农技推广单位、行业协会等方面资源，深化“行业专家+县

级技术骨干+乡镇技术员+农村实用人才”四级技术服务队伍建

设，加强多层次、多维度技术支撑，实现全产业技术跟踪服务。

修订山银花、黄精种植、加工等主推技术，开展科技人才下乡活

动，培养中药材技术能手 100 名以上，培训人员 10000 人次以上。 

（三）全面构建现代中药材经营体系。一是深度推进产业联

盟建设。组建中国山银花产业联盟，建立完善联盟运行机制，引

领和规范产业发展，加快建设全国山银花产业创新发展平台。二

是加快建设武陵山中药材现代物流基地。以仓储冷链物流为核

心，按照“科学规划、逐年实施、集中建设”的原则，支持平凯

街道建设中药材产地初加工集聚区，形成产地集散市场，逐步成

为中国山银花集散地。加大对大型零售医药企业和药通网等专业

信息、网络销售企业的招商对接，拓宽产品销售渠道，构筑产品

现代仓储物流交易体系。三是培强培大中药材“链主”企业。支

持本县中医药企业重点围绕山银花、黄精等主导品种进行产品开

发，培育全国山银花、黄精产业头部企业。支持重庆海王、华涛、

重庆康仁堂等企业开发普通食品、中药饮片、配方颗粒等产品；

支持海王、国泰康宁等通过批文转让方式加快中成药产品生产。

引进中兽药企业，引导提取物企业、中兽药企业、饲料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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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企业、生物有机肥企业深度合作。重点引进组方含山银花成

分的中成药品种和企业，出台优惠政策吸引相关企业将组方含山

银花成分的中成药委托给秀山企业生产，构建完整的山银花、黄

精等中药材产业链条，打造现代中医药产业集群。四是加快促进

产业融合发展。依托“川河盖”旅游板块，支持优势产区利用中

医药资源，开发药膳、药茶、药酒等产品，创新发展模式，支持

平阳盖、川河盖、太阳山等建设特色康养村镇和休闲旅游示范点，

打造“川河盖药王谷”“山银花休闲旅游观光园”。五是实施“秀

药”品牌营销行动。围绕“秀山山银花”、“秀山黄精”公用品牌，

加大对品牌创建、产品营销支持力度，加快取得山银花地方食品

标准，培育一批领军企业品牌。支持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登记，支持企业以道地药材产品为载体，运用新媒体，通过“电

商+”等方式宣荐，形成“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品牌

体系，实现品牌赋能产业升级。定期举办中国·重庆秀山山银花

节暨武陵山中药材交易博览会等在国内具有影响力的节会，持续

扩大“山银花开、药香中国”品牌影响力。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组建以县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县四

大家分管和联系领导为副组长，相关部门为成员的中药材产业发

展领导小组，强化宏观指导、统筹协调、督查考核。建立“政府

主推、市场主导、企业主体、部门联动、乡镇推进、社会参与”

的中药材工作推进机制，全方位推进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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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县中药材产业中心队伍力量。充分发挥中药材协会的桥梁纽带

作用。 

（二）完善政策保障。统筹乡村振兴、农业生产发展、企业

技改、科技研发等项目，重点支持中药材资源保护、品种选育、

基地建设、产地加工、科研推广、仓储物流、品牌创建和市场营

销等关键环节。 

1.基地建设。新发展山银花标准化基地 50 亩及以上，第二

年一次性补助 1000 元/亩；新发展黄精标准化基地 50 亩及以上

的，第二年补助 1000 元/亩，第三年补助 1300 元/亩；投产山银

花基地管护达到标准化示范基地的，补助 500 元/亩，其中第一

年达标补助 300 元/亩，第二年达标补助 200 元/亩，单个业主补

助不超过 20 万元。 

2.中药材加工、仓储。一是厂房及设备。对从事农产品加工

的经营主体，新建或改建厂房，购买加工、储藏、电力等设施设

备给予 50%的支持，加工设备购置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 300 万元

/个，厂房建设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 200 万元/个。二是精深加工

产品。利用秀山道地中药材研发并转化的新产品，年销售额达

500 万元以上的给予一次性研发奖补 10 万元。深加工研发新产

品，单个新产品上市后一年度内销售额达到 500 万元、1000 万

元及 2000 万元以上的一次性分别奖补 10 万元、30 万元、50 万

元。三是仓储物流。对在县中药材专业市场内经营的业主，仓储

山银花、黄精发运至县外药企、食品企业的给予物流费 50%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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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运行的冷藏库（冷藏库达 500 立方米及以上）给予冷藏用电

费 40%补助。在秀山县中药材交易市场上采购额达 5000 万元的

市场主体，给予采购额的 1%奖补。 

3.品牌建设。一是产品认证及品牌创建。对新认证的绿色食

品、有机食品（中绿华夏）、名特优新和地理标志的农产品分别奖

励 1 万元/个、2 万元/个、2 万元/个、5 万元/个，续展绿色食品的

农产品奖励 0.5 万元/个；获食品生产许可证（SC 认证)并正常生产

经营的奖励 2 万元/个；获 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正常生产经营

的奖励 10 万元/个；获出口（境）农产品基地认证且年直接出口额

达 50 万元以上的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个，达 100 万元以上的一次

性奖励 20 万元/个；新获重庆市公用品牌“巴味渝珍”授权用标的

产品奖励 0.5 万元/个，续期合格的产品奖励 0.1 万元/个；新获重庆

名牌农产品、中国名牌农产品称号的，分别一次性奖励 3 万元/个、

奖励 5 万元/个；建成中药材新版 GAP 示范基地的一次性补助 100

元/亩。二是品牌推介。对参加国家部委或省(市)政府主办的综合

性农展会、林展会、博览会、竞赛等获金奖（一等）、银奖（二

等）、铜奖（三等）的产品分别奖补 5 万元/个、3 万元/个、2

万元/个；参展产品交通运输费补助标准县外市内 0.2 万元/次、

市外 0.3-0.5 万元/次。三是品牌营销。在县内中药材专业市场开

设门店，且门面面积不小于 20m2 的，门面租金补助 300 元/m2，

单个经营主体补助金额不超过 15 万元，连续补助 3 年。 

4.主体培育。一是社会化服务。开展中药材机防环节作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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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 6 元/亩。二是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对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基础设施设备给予扶持，单个业主补助金额不超过 30 万元。个

转企奖励 0.5 万元/个。对整合县内中药材的农业经营主体，正常运

营且年销售收入 2000 万元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15 万元/个。对

认定为国家、市级、县级农民合作示范社的一次性分别奖励 10 万元

/个、3 万元/个、1 万元/个，单个经营主体获多层级认定的按最高级

别奖励。认定为农村致富带头人的一次性补助 1 万元/人。 

5.金融支持。对贷款资金主要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设施设

备购置、农业生产资料购买等环节，年贷款利息在 3 万元以上的业

主，财务资料完善，按照不高于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

50％给予贴息补助（已享受国市贴息政策除外），其中市级农业龙头

企业、示范社年度贴息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县级农业龙头企业、合

作社年度贴息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其他经营主体年度贴息最高不超

过 5 万元。 

6.其他政策支持。一是药品批文转让、产品持有人委托生产、

秀山县中药材产地集散市场交易、产品初深加工税收优惠政策实

行一事一议。二是全面开展山银花、黄精产业保险，保费确保中

药材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 

（三）强化要素支持。县财政局、县发展改革委、县规划自

然资源局、县经济信息委、县水利局、县民族宗教委、县乡村振

兴局、县供销联社、县林业局、秀山高新区管委会、县国资金融

服务中心等部门要加强支持。制定贴息补助政策，鼓励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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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信贷产品和融资方式，有效降低融资门槛、融资成本，拓宽

融资渠道。将中药材加工制造企业纳入“专精特新”和“科技型

企业”名单，享受专项政策性贷款。用好民贸贴息政策，建立农

产品加工企业贷款贴息补助基金，制定中药材产业贴息补助方

案，降低融资成本，缓解经营压力。落实转贷应急周转资金，对

符合银行信贷条件、还款出现暂时困难的中小微企业，提供费率

为 0.1‰转贷应急周转资金。鼓励、支持县属国有企业利用自身

优势，投资介入中药材产业关键环节，撬动中药材产业快速发展。

将中药材产地初加工集聚区纳入全县中小企业加工集聚区统一

规划，保障中药材等农产品加工用地纳入预留城乡建设用地范

畴，按照实际需要安排建设用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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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县纪委监委机关，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12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