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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经方精华，推动创新发
展。8月25日上午，第四届中国

（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的亮点
活动“黄河名医”论坛在陇西举
行。

论坛以“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为主题，施杞、王新陆、杨震3
位国医大师与张士卿、李应东、张
志明 3 位全国名中医汇聚一堂，
围绕如何传承创新国药医学以及
中医领域的新理念、新技术、新成
果等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为推
动中医药发展切磋论道。

甘肃是中医药学的重要发祥
地，人文伏羲医理肇始，岐黄问答
千载流芳，汉代医简辨证先声，皇

甫宏著承前启后，敦煌医学宝藏
奇葩，传承医典名医辈出，中医药
资源丰富多样、量大品优，甘肃一
直在探寻一条适应于自身的中医
药高质量发展之路。

“黄河名医”论坛正是围绕高
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充分发挥黄
河流域中医药传统和特色优势”

“实施‘黄河名医’中医药发展计
划，打造中医药产业发展综合示
范区”工作部署，聚焦中医药名医
名家，弘扬名医文化、交流前沿思
想、分享临床经验。

颈椎病被WHO列为全球第
二大顽疾，患病率 20%；腰椎间
盘突出患病率28%，是导致劳动

力下降的主要因素；膝骨关节炎
60 岁以上中老年人患病率高达
50%以上；骨质疏松症是导致骨
折的重要因素，成年人患病率
30%以上……在我国，慢性筋骨
病发病率高，也越来越年轻化，成
为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

如何达到未病先治，以中医
疗法治疗此类病症。国医大师施
杞教授的《慢性筋骨病的诊治思
路与方法》，从宏观到微观，系统
阐明了慢性骨病治疗机制，并用
大量的研究揭示物质基础。同
时，分享的经典名方“内治十方”
对症下药，对每种病症起到有效
的治疗效果，展现了中医药的博

大精深。
王新陆教授结合自己的临床

经验，分享了黄芪、当归两味道地
药材防病治病的思路和具体医
案。杨震教授回顾了古今丝绸之
路中医药发展历程，重新解读了
新时代弘扬和振兴丝路中医药文
化的历史任务。

在论坛的学术沙龙环节，6
位名医以故事讲述的方式分享了
他们的名医成长之路，展现了一
代代中医人悬壶济世、不忘初心
的坚守和顺应时代、不断探索的
奋斗精神。

“论坛讲的全是干货，记了笔
记，后期的诊疗中完全可以应

用。”“这样的精彩论坛很难得，学
习了很多知识。”“受益匪浅。”来
自国内、省内的中医药企事业单
位、医疗机构的专家、代表500余
人参加了论坛，有代表认为论坛
为中医药人才培养、中医药传承
创新开拓了思路，提供了借鉴。

甘肃将以“黄河名医”论坛为
契机，致力于打造针对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的高水平互动平台，
推动不同地域、领域中医药发展
的深入交流，传承创新、开放共
享，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医
药健康诊疗的需求。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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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名医”药乡论道

2300多人参会，105家企业
参展，签约招商引资项目65个、签
约金额102.63亿元，签订中药材
采购协议90个、签约金额43.92亿
元……8月23日-25日，在定西市
陇西县举办的第四届中国（甘肃）
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共享开放实现
新突破，招商引资创下新高度。

本届博览会以“传承创新、开

放共享、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共举办 15 项主要活动。
博览会期间，甘肃省中医药管理
局与白俄罗斯卫生部签署了《中
医药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深化
中医药国际交流合作。

本届博览会中医药产业招商
大会现场共签约项目65个，签约
金额102.63亿元。其中，合同项

目38个，签约金额58.97亿元；协
议项目 27 个，签约金额 43.66 亿
元。甘肃省中药材交易采购大会
共签订采购协议90个，签约金额
43.92亿元，创下招商引资新高度。

此外，本届博览会还设置康养
体验馆，开展中医药特色诊疗、康
养服务体验项目56项，服务1.3万
余人次。围绕“种好药、做好药、卖

好药、管好药、用好药”，精心打造8
个观摩点全面展示中药材种子种
苗繁育、标准化种植、精深化加工、
现代化仓储流通、规范化检验检测
等中医药全产业链发展成效。

博览会期间，邀请30多家主
流媒体近 110 名记者，进行全方
位、多视角、立体化现场宣传报
道。截至8月25日17时，全网发

布相关稿件及传播作品 2.25 万
余篇件，网上点击量过亿人次，点
击讨论超过1300万次，均创历史
新高。借助“新甘肃云”平台技术
推送，实现全省市县融媒体中心
同步网上直播，全面展示了第四
届中医药产业博览会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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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好，药才好。”从中药生
态种植基地到中药饮片、中药产
品、药食同源产品、中药材集散市
场等产业集群的持续规模发展，
定西现代中医药种植加工及大健
康全产业链已经形成。如今，初
具规模的园区化发展推动定西中
医药品牌化效益逐步扩大，中医
药产业已成为增加农民收入，助
推农民致富的首位特色产业。

有“里”有“面”论坛干货满满

当归、党参、黄芪、大黄、甘
草、柴胡、板蓝根、黄芩、款冬花、
枸杞作为甘肃道地中药材代表，
被誉为“十大陇药”。其中，当归、
黄芪、党参、大黄、甘草在全国的
占有量和品质均名列前茅，是最
为出名的道地药材，又被誉为甘
肃中药材的“五朵金花”。

“全省现有中药材资源2540
种，其中重点中药材品种 220 余
种，占全国76%。”“人工种植中药
材品种 220 余种，种植面积和产
量居全国第一。”“当归、板蓝根、
党参、大黄、黄芪道地药材产量分
别 占 全 国 市 场 的 80% 、65% 、
60%、60%和50%。”

8月25日，“道地药材助力乡
村振兴”论坛上，数字“说话”，“天
然药仓”之称再次用一组组数字
得以印证，成绩亮眼。

据介绍，定西已建成西部最
大的中药材种质资源库，已保存
中药材种子 94 种 3243 份，采集
野生资源标本 4000 多份，建立
种子繁育基地4.23万亩，种苗繁
育基地15.33万亩。

论坛上，与会专家和嘉宾围
绕“道地药材助力乡村振兴”，从
中药材质量快检技术及其大数据
追溯平台构建、陇药种质创新与
生物育种、道地药材价值提升及
品牌营销等方面发表了主旨演
讲，一条条真知灼见干货满满，内
容接地气，不务虚。

撑起农民增收致富“半壁江山”

陇西县双泉镇胡家门千亩中
药材绿色标准化种子种苗繁育基
地，满目葱茏。据了解，该基地共
涉及胡家门村和癿羊口村2个村
5 个 社 296 户 农 户 ，建 成 基 地
1800亩，辐射带动全镇中药材种
植面积达到2万亩以上。

陇西县柯寨镇张家湾村千亩
中药材绿色标准化种植基地，村
民郭俊义正在自家黄芪地里拔除
杂草、查看药材长势。他家种了
20 多年药材，以往都是凭经验
种，有时种出来的药材品质不太
理想。近年来，在县上专业农技
人员的指导下开始采用标准化种
植管理技术，不但药材品质好了，
产量也大幅提升，日子一年比一
年红火了。

据他讲，自家种了 18 亩黄
芪，5 亩黄芩，今年长势不错，按
一亩好黄芪产量1500斤左右算，
一年收入有四五万元。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柯
寨镇锚定全镇中药材产业优势特
色主导地位，投资 145 万元建成

中 药 材 绿 色 标 准 化 种 植 基 地
6000亩，“以药兴业”“以药富民”
的产业发展新格局已经形成。

2023年，陇西县建成500亩
以上中药材绿色标准化种植基地
39 个4.2 万亩，核心示范基地24
个1.55万亩，建立种子种苗繁育
基地 5.8 万亩，全县中药材种植
面积达到 50.24 万亩，打造了中
医药种植“陇西模式”。

据了解，截至 2023 年，定西
市中药材种植面积由 2018 年的
160 万亩增加至 200 万亩，标准
化种植率达到 80%以上。在促
进群众增收方面，全市50余万户
农户中，有33万多户从事中药材
种植，据统计，全市农民人均可从
中 药 材 种 植 加 工 中 获 得 收 入

2140元，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 20.5%，中医药产业已成为农
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全力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

记者在首阳中药材交易市场
采访了解到，“药博会”盛名之下，
这里的中药材交易量与日俱增，
除了线下交易，2018年建成的甘
肃中药材交易中心运用全新的

“互联网+中药产业+金融服务+
现代物流”服务模式，实现“农户
不出门，药材销八方”，让中药材
流通实现“一键交易、一键融资、
一键溯源”。目前，交易中心交易
的中药材产品有黄芪、党参、当
归、甘草、款冬花、红芪等44个品
种，日交易额500至1000万元。

据了解，全省已建成中药材
GAP 基地 8 个、无公害基地 7
个。23 个品种获得地理标志认
证、6 个产品获得有机产品认
证。中药材主产区建立了产地环
境监测、生产加工技术、营养品质
评价和质量安全监测四大体系，
道地中药材的质量安全和品质保
障得以进一步加强。

下一步，甘肃省将围绕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发挥
甘肃道地药材资源优势，通过强
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培育发展
中药材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进
中药材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打造
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中药材产
业集群，推动甘肃道地中药材产
业现代化、生态化、集聚化发展，
力争 2025 年把中药材打造成千
亿级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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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药博会成果突出 亮点频现

助力乡村振兴：“十大陇药”赚足口碑

药企展馆。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乐凯 丁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