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传承道地优势，弘扬扁鹊文化，助力健康中国”为主题的第六届京津冀（内丘）中药材产业发展大会，于7月6日至8日在内丘举办，扁鹊文化节同期

进行。

本届中药材产业发展大会以“简约、精彩、创新、高效、安全”为宗旨，采用“线上为主，线上线下相结合”形式举办，共安排开幕式、精品展示、百企进百园、

招商推介、基地观摩、全产业链大数据监管与服务平台展示互动、药膳品鉴、中医药文化大讲堂、专题讲座、产业集群工作交流会、总结表彰等11项内容。

本届中药材产业发展大会，由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河北省财政厅、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邢台市人民政府等部门和单位联合主办，邢台市农业农村局、内丘县人民政府承办。

扁鹊药谷航拍。

内丘扁鹊康养基地内丘扁鹊康养基地。。

内丘县柳林镇农民在加工酸枣仁内丘县柳林镇农民在加工酸枣仁。。

内丘县柳林镇农民在晾晒酸枣内丘县柳林镇农民在晾晒酸枣、、枣核枣核。。全国AAAA级景区——内丘扁鹊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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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丘是医祖扁鹊的生前封地、行医圣
地、逝后安息地，是扁鹊中医药文化发祥地。

除了让人钦羡的丰厚人文，内丘县地理
位置更为优越。它地处太行山百里酸枣产业
带核心区，是酸枣仁道地产区，是中国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是国家级道地中药材产业集
群县，被誉为“中国邢枣仁之乡”。

邢枣仁是邢台有名的土特产。枣仁是酸
枣树的种子，以内丘所产枣仁粒大饱满，色
泽亮丽，无核壳，品质最优，产量最大。从药
效而言，邢枣仁药物价值极高，被列为中药
奇珍，具有静心、健胃、滋养、安神等多种
疗效。

内丘酸枣仁加工历史悠久，具有道地的
产品品质、领先的加工工艺、丰富的文化底
蕴，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力量。一
直以来，邢台立足资源优势，将酸枣产业作
为主导产业来抓，以内丘为中心，全域推动
太行百里酸枣产业带建设，特别是推动国金
药业投资近3亿元，建设大型酸枣仁加工厂，

内丘县扁鹊药谷产业园投资1000多万元，引
进了现代化酸枣加工生产线，提升加工能
力，为全产业链打造酸枣产业带来了新
机遇。

其中，位于柳林镇西杨寨村村南的扁鹊
药谷，规划面积12000余亩，由内丘县富源生
态园林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承建，已初步打造
成以中药材种植、中药材加工、优质果品以
及旅游观光产业为一体的农业旅游开发基
地，实现了“三季有花”的观赏效果。

面积 1 万亩左右的杜家台野生酸枣基
地，目前是河北省南部最大的野生酸枣基
地。南赛酸枣人工种植基地，占地3600余亩，
依托“李保国科技创新团队”技术支持，成为
中国林科院挂牌签约的实验基地，依靠业内
顶级的科研团队，持续研发系列酸枣优秀品
种，为酸枣产业腾飞助力。

同时，还编制出台了《内丘县中药材发
展规划》，鼓励群众积极流转土地，大力推广
酸枣等道地中药材种植。目前，内丘县中药

材种植规模已达 15 万亩，野生酸枣面积约
20 万亩，基本形成“1+5”（“1”即扁鹊药谷；

“5”即五个种植基地）中药材种植格局。
据统计，内丘县年加工酸枣 18万吨，产

出酸枣仁4000吨左右，产值达13亿元以上，
销量占全国酸枣仁市场70%以上。产品大多
销往安国、亳州等中药材市场，还有部分产
品出口东南亚。

第六届京津冀第六届京津冀（（内丘内丘））中药材产业发展大会暨扁鹊文化节开幕中药材产业发展大会暨扁鹊文化节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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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丘县酸枣资源丰富，野生酸枣面积在20
万亩以上，清棵定植后规范化管理的酸枣面积
7万多亩。所产枣仁粒大、仁饱、色红、鲜亮，素
有“邢枣仁”之称，明清时期即已闻名。

目前，内丘县总加工户数达800多家，年加
工酸枣18万吨，生产酸枣仁4000吨左右，产值
13亿元以上，加工量占全国市场的70%以上份
额，是全国最大的枣仁加工集散地，素有“世界
枣仁看中国，中国枣仁看内丘”的美誉。

机制强保障、规划定方向、园区做引领、药
企做后盾、协会搞服务……近年来，内丘县加
强政策支持引导力度，为全力推动酸枣产业发
展下好“先手棋”、打好“组合拳”，产业发展能
级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竞争力持续扩大。

一个机制强保障。内丘县建立由县委领导
担任酸枣仁产业链“链长”的工作机制，统筹相
关部门和乡镇，定期调度协调推进酸枣仁产业
发展，实现统筹内外部资源，集中力量在产业
链薄弱环节进行重点突破，推动“建链、补链、
强链、延链”，形成酸枣特色产业优势集群。

一个规划定方向。通过调研全县酸枣仁的
产业现状、分析酸枣行业产业发展现状与趋
势，明确酸枣产业发展思路和目标，对产业发
展进行科学规划，包括产业发展的空间布局、
产业链的构建、一二三产的融合等。

一个园区做引领。重点在南赛村、神头村
等建设标准化酸枣种植基地1万亩，打造酸枣
优势核心区，结合扁鹊庙景区资源，实现产业+
旅游的模式，一方面使游客在游览观光的同时，体验扁鹊
文化及酸枣仁的神奇药效，另一方面通过加工本地的道地
酸枣仁，与药企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内丘县已与中国
投资促进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计划打造一个高标准的酸
枣产业园区。

一个药企做后盾。引进一个知名药企作为酸枣产业的
战略合作伙伴，提升市场影响力。内丘县与华北制药进行
合作洽谈，建立企业挂牌的酸枣基地。利用承办第六届京
津冀中药材产业发展大会的契机，通过线上线下融合、“互
联网+”、电商平台等各种新兴手段，讲好品牌故事，发挥品
牌优势,扩大市场影响力。

一个协会搞服务。作为酸枣仁产业发展的服务机构，
内丘县酸枣仁道地中药材协会在产业发展中，组织开展产
业调研、信息发布、技术培训、工艺创新、政策宣传、业务咨
询和培训等，组织产业主体，开展宣传推介、行业交流活
动，为产业发展搭建渠道、开展招商引资活动等。

同时，内丘县酸枣仁产业的标准化体系不断完善，从
种子、育苗、栽培、修剪、施肥、病虫害防治、深加工及废物
再利用等环节，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提升品质，扩大影响。
该县还与中药材首席专家谢晓亮博士、邢台学院教授王僧
虎等专家建立合作关系，成立酸枣研发中心，充分发挥全
县中药材创新驿站作用，加快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的研
发。支持酸枣加工企业深化与中国农科院、河北省农林科
学院、河北农大、邢台学院及以岭药业等科研院所和知名
药企合作对接，积极引导企业以酸枣仁加工为主要方向，
在功能食品领域加大产品研发力度。

此外，申请划定酸枣保护区，制定禁止酸枣采青办法，
确保产业有序发展，前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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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仁生香，内丘“天然药仓”享誉全国

世界枣仁看中国，中国枣仁看内丘。
地处河北省南部的内丘县，隶属邢台市，是一座千年古县。“扁

鹊”“邢白瓷”两大文化名片，至今依然璀璨夺目。
肥沃的平原、起伏的丘陵、广袤的山场，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得

天独厚的自然气候和水土条件非常适宜多种中药材生长。特别是在
内丘西部山区、中部丘陵区，有着种植中药材的传统优势。粗略算
来，中药材资源达400余种，主要盛产酸枣、决明子、王不留行、黄芩、

知母、射干、板蓝根、金银花、沙参等50多种中药材。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内丘县将中药材产业发展作为富民

强县的主导产业来抓，把扁鹊中医药文化作为最大最亮的名片来
打造，现已培育出子水农业、扁鹊药谷、杜家台万亩野生酸枣基地、
南赛酸枣人工种植示范基地、依鹊堂康养基地、润玉食品等一条龙
产业体系，探索出了“中医药+康养+文化创意+旅游”产业融合发
展的新路径，为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新样本。

以会促兴，谋定而动。
内丘县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到发展
中药材产业、弘扬扁鹊文化的重要性，依托
扁鹊文化，立足资源优势，坚持政府主导、项
目支撑、突出特色、培育品牌，大力发展中医
药文化产业。目前，已先后举办了三届扁鹊
文化节、两届扁鹊学术思想传承发展大会、
第三届冀港澳台中华传统医药文化大会暨
祭拜医祖扁鹊典礼、第三届中国扁鹊暨燕赵

名医学术思想研讨会、“一带一路”首届中华
扁鹊中医药国际合作论坛、第三届全国中医
药文化大会等活动，成立了河北省中医药文
化交流协会扁鹊分会、扁鹊难经研究会等学
会，搭建了传播扁鹊中医药文化的良好平
台，同时也为举办第六届京津冀（内丘）中药
材产业发展大会暨扁鹊文化节奠定了基础。

本届京津冀（内丘）中药材产业发展大
会，突出酸枣产业和扁鹊文化。基地观摩围
绕酸枣种植、加工和扁鹊文化康养3个板块

设置5个观摩点；主会场设置中国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邢台酸枣仁专展，对酸枣产业
链进行全方位展示，体现内丘酸枣仁加工集
散地在全国的优势地位。

其次，突出产销对接。组织国内 100 家
以上中药企业与省内 100 家以上规模经营
主体，会前和会期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
式开展对接洽谈；筛选有影响力的道地品
种，由市、县农业农村部门或种植园区负责
人开展招商推介。

再次，突出品牌打造。通过网上评选和
专家评审，评选出“十大冀药”品牌，即酸枣
仁、连翘、金银花、苦杏仁、黄芩、柴胡、天花
粉、山楂、苍术、知母，会后持续培育打造成
业内名片。

大江奔流不息，为有源头活水；赶超发
展征途，唯有项目为王。本届大会还将举行
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多个优质项目落地内
丘，其中包括签约金额 30 亿元的中国中医
药博物馆项目、2160 万元的中药材采购项
目、3 亿元的邢枣仁大厦建设项目、6500 万
元的邢枣仁采购项目等，进一步延长产业链
条，为高质量发展蓄积了新动能。

（文/邢云、石晓鹏 图/刘继东）

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快，消费群体
和规模进一步扩大，对大健康产业形成了
较大的助推力。就目前而言，中医药及大
健康产业发展方兴未艾，未来发展前景一
片光明。

就内丘而言，这里建有全国最大的扁
鹊庙群，民间流传很多有关扁鹊的历史和
故事，周边民众选择中医药治病的传统古
来已久。依托丰富的中药材资源，该县中
医药产业顺势而起，先后荣获全国农村中
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全国第二批“治未
病”预防保健服务试点地区、全国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中医药服务项目试点县、“河北

省中医药强县”、“中国扁鹊文化之乡”、
“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河北省
大健康新医疗示范基地等荣誉称号。

中医药服务方面，已形成以县医院和中
医院为龙头、以乡（镇）卫生院为枢纽、以村
卫生室为基础的三级中医服务网络体系。
全县有皮肤、疼痛、肛肠、康复、针灸等市级
中医重点专科 10 个，省级中医重点专科 2
个，先后建立李士懋、李佃贵国医大师内丘
工作室，胡广芹痧疗罐疗内丘工作室。建设
了治未病中心和康复中心。乡（镇）卫生院

“国医堂”建设在实现全覆盖的基础上，不断
加大特色专科的建设力度，使每个卫生院都

有自己的特色中医专科。80%以上的村建立
了中医室，95%以上的村医做到能中会西，全
县中医药服务能力得到快速提升，不断满足
群众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

中医药康养方面，目前该县正在打造
提升扁鹊药谷、至美山庄科技园项目、乐
水颐品·医养康养庄园、特色小镇等项
目。谋划了鹊山湖国际康养度假区、大鹅
石康养谷、扁鹊庙创建国家5A景区游客服
务中心等项目，制定了 《项目五年规划和
实施计划》。

此外，内丘县拥有全国保存最完整、
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扁鹊庙群，遗存

有扁鹊墓、九龙柏等大量与扁鹊相关的遗
迹及脍炙人口的传说。扁鹊大道及其两侧
的扁鹊十大弟子游园、扁鹊大道游客中心
等，构成了扁鹊文化实体元素。电影 《神
医扁鹊》 及 《华夏医祖扁鹊》《图说扁鹊》

《鹊山轶闻》《内丘民间验方》 等系列书
籍，成为彰显扁鹊文化的精神元素。每年
有将近200万人到内丘祭祀、拜谒扁鹊、旅
游度假，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文化大
百科》 等栏目走进内丘，对扁鹊中医药文
化进行报道。

今后，内丘县将依据地域特点，制定
完善中医药与一二三产业结合发展规划，
大力发展以中医药为核心的大健康产业，
培植打造康养小镇、中药体验小镇，形成
以中医药产业为龙头带动的一体化发展
模式。

链条舞动，中医药发展风生水起

以会促兴，项目建设激发强劲动能

位于内丘县官庄镇的河北扁鹊制药有限公司位于内丘县官庄镇的河北扁鹊制药有限公司。。

游客在扁鹊药谷花海拍照游客在扁鹊药谷花海拍照、、游玩游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