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沂市中药材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为发展优势特色农业，振兴我市中药材产业，把我市建设

成为全国重要的中药材生产基地，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特制定本规划

一、发展现状

  我市地处沂蒙山腹地，地貌类型多样，北部是绵延起伏

的群山，中部是逶迤的丘陵，南部是冲积平原。特有的地理

环境非常适应中药材的生长，中药材资源的开发历史悠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关部门开始有计划、有组织的发展

中药材的生产和收购，或引种外地药材，或变野生为家种家

养，加强科研与技术指导，提供资金、种苗进行扶持，抓好中

药材基地建设，使临沂的中药材生产得到迅速发展。把大力

发展中药材的种植做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

重要途径。目前我市地道药材或较为名贵的药材有  26  种。

居全省之首。其中集中种植和采集的有金银花、桔梗、丹

参、黄芪、黄芩、徐长卿、柏子仁、酸枣仁、太子参、玄

参、山揸、银杏及银杏叶等品种，目前全市有中药材栽培和

采集面积  150  余万亩，年收获量达  1.136  万吨，素以量大、

质优享誉国内外。

  金银花是我市传统道地中药材，在我市栽培历史悠久。

金银花是国务院确定的  70  种名贵药材之一，也是国家重点

治理的  38  种名贵中药材之一，在我国传统的中草药方剂中，

1/3  用到金银花，由于它抗菌消炎、抗病毒疗效佳，成为“非

典”、“甲流感”“禽流感”、“手足口病”等防治处方的

首选药，国际国内需求量逐年递增。金银花不仅有极高的经



济效益，同时具有极高的生态效益。金银花以其用途广泛、

需求量大、效益显著等特点，越来越引起社会高度重视。目

前全市金银花种植面积已发展到 108.47 万亩，总产达到

3360 万公斤，年实现收入 20 多亿元，已成为我市优势特色

产业。

虽然我市中药材生产已初具规模，名声在外，但也存在

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传统优势地道药材金银花、银

杏等中药材的优势地位面临严峻挑战；二是桔梗、丹参、黄

芪、黄芩、徐长卿、板蓝根种植面积低而不稳，起伏较大，

有逐步萎缩的趋势；三是标准化生产和基地建设水平低面积

小；四是加工企业少，龙头带动作用和机制还没有形成；五

是基层领导对发展中药材生产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二、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以荒山、荒滩、荒坡和山

岭薄地为发展重点，把发展中药材、特别是金银花产业与荒

山绿化工程相结合，坚持政府引导、科技引领、政策扶持、

农民自愿、市场化运作，推动我市中药材产业的健康快速发

展。

三、任务目标

到 2015 年，以平邑、费县、苍山、沂水、蒙阴、沂南为

主建成全国最大的金银花规范化生产基地，力争全市金银花

种植面积达到 200 万亩，其中平邑、费县各新发展 30 万亩，

苍山县、沂水各新发展 10 万亩，沂南、蒙阴各新发展 5 万



亩，其他县区共新发展 10 万亩；全市按照 GAP 发展面积达

到 20 万亩以上，三品认证面积 50 万亩以上；产量达到 5000

万公斤以上，年初加工能力达到 3000 万公斤以上，实现金

银花产业收入 50 亿元以上。其它中药材品种发展到 10万亩，

产量达到 200 万公斤，产值达到 4 亿元。

四、发展重点

以发展金银花为重点，带动其它品种中药材的发展，加

大围绕金银花产业发展的系列产品科研开发力度，扩大金银

花产业区域化生产规模，提高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能力，突

出抓好金银花初加工技术的普及和产品的深加工，打造我市

金银花“双地标” 品牌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知名度，保

持金银花产业在全国领先的优势。对桔梗、黄芪、黄芩、丹

参、许长卿等栽培品种要在现有规模的基础上，稳步扩大面

积，提高生产总量。金银花发展重点，一是扩大面积，二是

提高质量，三是提高加工销售能力。充分利用我市 200 余万

亩山地、丘陵、梯田地堰、堤岸、坝坡、县乡公路两侧等可

利用资源，通过 5 年时间，新栽种金银花 100 万亩，平均每

年新发展 20 万亩，力争到 2015 年全市金银花面积达到 200

万亩。在区域面布局上，以平邑、费县老金银花产区为中心

重点，集中在平邑、费县、沂水、沂南、蒙阴，苍山、莒南

等六个最适宜县区大力发展。积极引进推广优良品种，重点

推广栽培“九丰一号”、“蒙花一号”、“中金一号”等优

质金银花品种和其它中药材新品种，争取 70%以上的新发展

面积应用优良品种，从根本上保证金银花质量；要实行标准



化生产，搞好 GAP 认证和有机农产品认证，按照 GAP 标准和

有机农产品标准进行生产，提高品牌效应；推广先进的金银

花采收和烘烤技术，提倡花蕾期采摘，烤房或烤机烘烤，保

证金银花质量，提高金银花的商品外观形象。加快建设一批

金银花加工厂和收购、销售中心，做好金银花的初加工、包

装和收储和集中销售。其它中药材发展重点是：创建生产基

地，稳步扩大面积，实行标准化生产，保证产品质量。鼓励

有实力的药材公司和药材批发商发展生产基地，采用订单式

生产模式，保证产销两旺。

五、工作措施

（一）推进区域化集中发展，加快高标准基地建设。目

前全市适宜栽培中药材、金银花的丘陵及荒山荒滩、地边、

地堰面积约有 200 多万亩，再加上堤岸、坝坡、县乡公路两

侧需绿化地，发展潜力很大。要按照因地制宜、适地适种、

集中连片、规模开发的原则，制定科学详细的中药材、金银

花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抓好组织实施。充分利用

山地、丘陵、梯田地堰、堤岸、坝坡、县乡公路两侧等资源，

做到一栽一座山、一造一道岭、一种一条路、一治一个流域，

推进中药材、金银花的区域化集中发展。对适宜发展中药材、

金银花的荒山、荒滩、荒岭、荒坡和山岭薄地的土地所有权

和使用权，通过承包、租赁、转让、拍卖等多种形式搞好流

转。堤岸、坝坡、县乡公路两侧可结合堤、坝、道路养护，

谁养护、谁看管、谁受益。结合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严格

按照 GAP 基地建设要求，集中财力，支持高标准 GAP 基地建



设。支持重点乡、村采取市场引导、科技支撑、企业拉动、

合作社带动农民的运作机制进行中药材、金银花基地建设。

积极引导市内外中药制药、经营机构、科研机构积极参与中

药材、金银花基地建设，进一步优化完善龙头企业+基地+合

作社+农户，产、供、销一条龙服务的金银花产业发展路子。

对规模以上的中药材、金银花生产经营联合体，各级、各有

关部门要在资金、技术、政策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扶持扩

大生产能力、膨胀规模。要积极鼓励各种经济合作组织采取

合同契约、股份合作、资产参与以及联产联营等形式，推进

中药材、金银花产业的规模化发展。

（二）加大资金扶持力度，提高中药材、金银花产品品

质和质量。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制订优惠政策，加大对中药

材、金银花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调动广大农民和企业发展

中药材、金银花产业的积极性。继续实施金银花优质苗木补

贴和烘烤设备设备，提高补贴标准，扩大补贴范围。采取以

奖代补的形式，对按照 GAP 标准，种植 “九丰一号”、“蒙

花一号”、“中金一号”等进入我市优质金银花苗木推荐名

录的优质品种，并连片发展 100 亩以上的（达不到规模的不

补贴），给予每亩金银花补助 50 元，其中市财政补助 30 元，

县区财政补助 20 元。尽快改变金银花人工自然晾晒的传统

习惯做法，积极推广适期采收、科学除湿，加快推广烘干机、

烤房、烘干炉等干燥技术，提高金银花的商品品质。对农民

新建的各类烤房，市财政按每平方米 100 元进行补助，通过

政府公开招投标的方式购置烘烤机械，对新购置金银花烘烤



设备的市财政给予 30%的补贴。以上补助和补贴要根据检查

验收结果，由市财政据实拨付相应的补助资金。广开融资渠

道，对金银花生产各个环节中取得实质突破的，特别是对金

银花干燥技术使用量大的各类生产经营主体给予奖励。要建

立完善促进金银花深加工产业发展的激励机制，对在中药

材、金银花产品深加工、有效提取物、拓展新产品等取得重

大突破成果的，给予初试产品减免税收、贴息资金等政策支

持。

（三）加大研发力度，支持中药材、金银花深加工。按

照高产、高端、优质、高效的原则，严格实施 GAP 质量管理

规范，大力推广科学修剪、施肥、浇水、防治病虫草害等综

合栽培技术，实施规范化种植、科学化管理，努力提高种植

水平和产品质量。要围绕国内外药材市场的需求，加大中药

材、金银花深加工产品和有效提取物的研发力度，以鲁南制

药集团、山东三精制药等有实力的企业研发团队为依托，加

强与有关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联合，重点围绕食品、饮料、化

妆品、洗涤用品等领域，广辟开发渠道，增加产品种类，提

高产品附加值，延长产业链条。在科研开发项目的资金安排

上，重点支持建立对标准化金银花药材生产和供应、标准化

药材栽培技术研究、SOP 操作规范研究、中药材质量标准研

究、中药材良种繁育复壮、优质苗木培育技术研究以及采收

加工技术的研究,激励多出快出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

成果，提高金银花有效成分的利用率，实现中药材、金银花



产品保值增值，增强中药材产业发展后劲，确保我市中药材

产业的健康发展。

（四）加快培植多种形式的营销主体，拓展销售空间。

目前平邑县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金银花集散地，初步形成了买

全国最大的交易市场。要在临沂加快培植多种形式的营销主

体：一是完善开通网上电子交易市场，跟进建立网上规范交

易行为的监督与管理办法，拓展交易范围和空间。二是重视

发挥中药材、金银花经纪人的作用。加强对经纪人队伍执业

能力与职业素养的培训提升，实现持证上岗。加强对经纪人

发挥作用的宣传，培树典型，促进交易营销方式的灵活性。

三是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作用，落实农民合作社法规定

的有关支持政策，把合作社经营的金银花初级产品等同于其

它初级农产品，在融资、信贷、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四是

建立一支专门为大型企业收储服务的高素质专业队伍，从企

业的发展出发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建立稳定、诚信的

购销关系，减少外地企业在我市金银花收储的后顾之忧。五

是加快扶持本地大中型金银花系列产品加工企业，结合我市

“加快工业发展年”的支持政策，集中扶强 3-5 个在国内外

有一定知名度和美誉度的中药材、金银花产品大型加工企

业。扶优一批有成长潜力、有发展前景，在特优加工上有特

色的规模以上中药材、金银花加工企业。六是打造交易平台，

规范市场管理。以平邑郑城金银花交易市场为基础，高起点

高水平高质量兴建 “中国金银花物流港”，使其真正成为

集金银花收购、加工、行情预测、信息发布、产业服务、产



品检测、市场监管等物流平台。提高执法人员的执法能力和

执法水平，对金银花交易场所进行现场管理。集中开展金银

花市场专项整治，坚决取缔以次充好、掺杂使假、哄抬价格、

短斤少两、欺行霸市等不法行为，依法维护市场交易秩序。

切实保护平邑金银花这块“金色招牌”，营销中要标明产地、

特点，异地异价，建立良好的信誉和诚信机制。充分体现临

沂融商、兴商的悠久历史传统，对来我市交易的各地客商给

予更多的关照和政策支持、营造安全稳定的市场秩序和公平

诚信的良好氛围。

（五）加快建立我市金银花质量指标体系，拓宽金银花

产品的出口渠道。各级农业部门要建立金银花质量安全监测

管理机构，对通过市场交易的金银花产品质量进行全程监测

监管，确保从我市流出的金银花产品的质量安全。科学运用

好监测结果，我市金银花具有花蕾肥大，色泽纯正，味道清

香，内含黄酮类、肌醇、皂甙等多种成分，其中皂甙成份为

平邑金银花独有。据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化验证明，平邑金

银花含挥发油 1.8%，是异地金银花含量的 4.5-9 倍；绿原酸

含量为 5.87% (国标含量 1.5%)，为异地金银花含量的 3 倍

以上。据专家考证，多元素、高含量绿原酸的金银花得益于

土质、水质和常年气候条件，与产地所处的纬度和苗木的品

质有关。加快建立我市金银花质量指标体系，充分利用国家

地标商标优势，加大对我市金银花独特药用特点的宣传，

通过商标品牌加强对区域产品系列知识产权的保护开发



和利用。将打造、开发、宣传、保护融为一体，千方百计

拓宽我市金银花产品直接出口的渠道。

（六）加大宣传力度，实施金银花质量效益、文化宣传

双提升工程。要把宣传加快金银花发展纳入公益性宣传范

畴，各新闻媒体加大宣传报道力度，形成全市加快发展金银

花产业发展的浓厚舆论氛围。要加快金银花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商标注册启用，加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和国家地理标志商

标“双地标”品牌的宣传和保护开发力度。通过节会，邀请

知名专家学者举办专家论坛、产品展销、休闲旅游、艺术摄

影展、建立艺术写生基地、金银花文化传播、整理挖掘民间

传说、红色文化结合等，营造浓厚的金银花文化氛围。要充

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强力推介“中国金银花之乡”和“道

地中药材金银花全国第一”的品牌。要着力宣传发展金银花

生产对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态环境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重要意义，宣传金银花栽植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大力发展金银

花生产的优惠政策，进一步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对加快我市中

药材、金银花发展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把栽植中药

材、金银花作为调整农业结构、增加经济收入、保持水土、

涵养水源的优势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巩固我市在全国的优

势地位。

六、切实加强对发展中药材、金银花产业工作的组织领

导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把加快发展金银花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

程，成立专门组织机构，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市政



府确定成立市加快发展金银花产业工作领导小组，并在市农

业委员会设立办公室。各县区要实行金银花产业发展目标责

任制，把任务指标层层细化分解，具体落实到乡镇、村庄，

落实到地块，落实到人。做到级级有人抓，层层有人管，真

正把加快发展金银花产业作为发展农村经济、改善生态环

境、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的生态工程、富民工

程、样板工程来抓。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形

成工作的整体合力。农业部门要搞好金银花发展规划、建档

立卡、情况调度、检查验收及金银花新品种引进、繁育、种

植、采收、干燥等技术的试验研究、技术培训和指导工作，

并及时做好金银花苗木、化肥、农药等调剂供应和各项服务

工作；财政部门要把支持中药材、金银花产业发展资金，列

入同级支持三农工作的财政预算；林业部门要加大利用金银

花对荒山的绿化力度，搞好金银花栽植的指导和服务；科技

部门要加强对中药材、金银花产业发展的科研立项；银信部

门要把加快发展中药材、金银花产业作为信贷工作的重点，

在资金安排上给予倾斜，优先安排贴息贷款；发改部门要在

项目规划立项中把金银花等中草药列为特色农业优先支持

发展；国土、水利、公路、交通、农业综合开发等部门，要

在工程项目实施中，把金银花作为水土保持、护坡绿化、美

化环境的首选品种。其它有关部门要发挥职能作用，形成全

社会齐抓共服务的良好氛围，为全市加快发展中药材产业创



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确保中药材、金银花生产的持续快速健

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