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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村产业革命中药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 

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9年全省中药材种植 

大县培育工作的通知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有关县（市）人民政府，省农村产业革

命中药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根据《贵州省农村产业革命中药材产业发展推进方案

（2019—2020年）》，为切实推进全省中药材产业发展，实现中药

材产业发展“一年上台阶，两年有突破”的目标，省农村产业革

命中药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决定在全省组

织中药材种植大县培育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中药材种植大县培育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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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中药材种植大县是深入推进全省农村产业革命中药材

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两年的努力，在全省培育 20个以

上的 10 万亩以上的中药材种植大县，培育一批知名中药材产业

强县，优先发展一批道地性强、药效明显、质量稳定的中药材品

种，聚焦重点品种，建设一批良种繁育基地，打造一批规模化标

准化生产基地，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组织方式，

强化利益联结、产销对接、推进产业融合发展、强化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等中药材品牌保护及打造。各地要充分认识到开展中药材

种植大县培育工作的重大意义，将此项工作纳入当地政府工作日

程，扎实组织落实好各项工作，建设一批中药材种植的示范县、

标杆县，为持续推进全省中药材产业发展探索出可复制可操作的

成功经验。各地要将大县培育工作作为深化农村产业革命坚决夺

取脱贫攻坚战胜利的重要内容抓细抓实。 

二、持续推进全省中药材种植大县培育工作 

2019—2020 年全省将培育 20 个以上中药材种植大县。立足

资源禀赋，聚焦贫困县，充分考虑各地中药材产业发展基础、发

展导向，发展潜力等因素，领导小组决定在剑河县、德江县、正

安县、安龙县、施秉县、威宁县、道真县、盘州市、黎平县、镇

宁县、赫章县、黄平县、兴仁市、大方县、印江县先期开展中药

材种植大县进行培育工作。首批入选县要精心组织开展各项工作，

推进当地中药材产业发展取得明显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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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突出重点，中药材种植大县培育务求实效 

（一）狠抓基地建设，推动高质发展。种植大县要加强中药

材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基地建设，完善基地初加工、仓储物流配套

设施；推进建立“定制药园”；加强技术指导和培训，推广中药材

产业绿色高效生产技术，建设全省知名的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

确保种植面积稳定在 10万亩以上。 

（二）强化利益联结，推动脱贫攻坚。中药材种植大县要培

育一批中药材种植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力推广“龙头

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方式，与建档立卡贫困户建立合理稳定

的利益联结机制，助力脱贫攻坚。 

（三）延伸产业链条，推动融合发展。各中药材种植大县要

强力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大力提升中药材加工能力，推动

中药材种植基地与乡村旅游、文化推广、生态建设、健康养老等

产业深度融合，延伸产业链条。 

（四）加强宣传推介，推动品牌建设。积极开展宣传推介，

加强产销衔接，利用传统媒体、新媒体等多渠道加大宣传，提升

中药材种植大县的知名度，打造知名中药材品牌。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中药材种植大县要明确 1名县领导

领衔推进中药材产业发展，成立工作专班，精细化推进产业发展。

各县要立足实际、突出重点制定中药材种植大县培育工作实施方

案并认真落实。实施方案、绩效目标请有关县（市）人民政府于

2019年 8月 30日前报领导小组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