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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千亩中药材打造长征村产业链

       “绿色沁源·山西晚报千里走沁河”采访团一行
人沿着沁河源头一路走来，在美丽的沁河两岸众多
村庄中，发现一个特色村庄——交口乡长征村。
       8 月 30 日中午，采访团一行刚进村子就被道路
两边的彩绘墙吸引了——“中国十大名医”、中药
药名及功效简介、中医小故事、和中医药相关的古
典诗词画……好漂亮、好有特色的村庄！据说这在
沁源县也是独此一村。
       原来，这就是靠特色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的长征村，
一个以种植中草药为主，带动相关产业链生产发展
的特色村庄。

       曾经的长征村
       破街、烂房、闲婆姨 700 亩荒地草疯长

       “以前就是一条街，街边也全是烂房子。”
       “那阵儿不行，人们吃了饭，大部分人打打麻将，
没做的。”
       ……
       一提起过去，村民们都觉得不堪回首。
       “当时回到村里，觉得乡亲们挺可怜的。我当时
开着个水泥管厂，能够带动一部分劳务，另外还有
几辆三轮车，但只能解决村里 30 来人的劳务。”提
起 10 年前的光景，现任长征村党支部书记的张慧斌
仍然历历在目。当时村里人希望他回来带大家集体
致富。2011 年，张慧斌当选为长征村村委主任。
       刚刚上任，张慧斌就带着支村两委上山查看，一
统计发现，两个自然村长征村和西沟村弃耕撂荒地
700 多亩，地里一人高的荒蒿，人走进去都看不着。
       如何把这些荒地充分利用起来，既能发挥它的价
值，又能成为一项产业呢？张慧斌和支村两委经过
调研，结合本村气候土壤环境条件等先天优势后决
定种植中药材。
       万事开头难。最初村民们都不相信，也不敢跟着
种。但是，在张慧斌的带领下，支村两委坚持种植
中草药。村里成立了合作社，先种连翘，后来又套
种了黄芪。
       “那就是瞎种了，多少年咱们都是种地，种中药
材还能行了？”面对村民们的质疑，张慧斌带头种植，
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随着连翘种子的下地，问题也来了。当时因为没
有钱，没有请技术员，春天种上了种子，刚开始去
看的时候都发芽了，再过几天去看的时候就全死了，
连续种了两次都死了，损失了十来万块钱。不肯认
输的张慧斌，又鼓起勇气第三次种下去。当时是
六七月份，种子重新种下去后，出苗比较整齐，爱
钻研的他就琢磨出，咱这儿种药材需要在雨季种植。

       就这样，张慧斌凭着一股韧劲儿，硬是带领长征
村的村民们闯出了一条成功种植中草药的脱贫致富
之路。

       今天的长征村
       新街、新房、好收成，药王文化上了墙

       种植中草药 7 年来，村民们从最初的不相信，到
现在都跟着种，原先弃耕撂荒的土地也全部利用起
来。张慧斌带领大家成立了一个个专业合作社，藏
畛种植合作社种植中草药面积达 6000 亩，种植连翘、
黄芪、柴胡、苦参、射干、桔梗等多种中草药；众
康扶贫攻坚造林合作社承揽工程 750 亩；七亩园养
殖有限公司年存栏鸡 3000 只，年产蛋 3.6 万斤；沁
河之绿联合社的晚秋黄梨基地占地 100 亩。
       中草药种植带动农户 70 多户，每户收益 3000 余
元。尤其是 2017 年张慧斌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以来，
村民们发现，张慧斌是真心带他们奔小康。
       2017 年，是张慧斌最辛苦的一年。这一年，为
了实现长征村按照县委、县政府“绿色立县、建设
美丽沁源”的发展战略，着力打造北药之首名村。
张慧斌带领长征村支村两委大力推进农旅融合，村
里面貌大变样，街道新修了一条，旧房也都翻新了，
街道院落门户都整洁一新。全村旱厕改造全部完工，
煤改电也完成了一半。采访团直播的时候，张慧斌
带着记者去厕所里好好地参观了一番。建成的 700
米中医药文化墙，更是为长征村增色不少，让一进
村的人们就能感受到浓浓的文化气息。中医名人、
中药典故、中药名称和功效，一一彩绘在家家的外
墙上，村民们无形中也受到了熏陶，学会了不少中
草药知识。在张慧斌的带领下，长征村村民们正在
努力践行着“长征无闲草，认得皆是宝”。
       药材种植有了收益，张慧斌不满足于现状，爱折
腾       的他又有了新想法——长征村有着丰富的中草
药资源，但区域内的知名度、开发程度都较低，以
粗加工出售中药原料为主，需要进一步对中草药进
行深加工，于是，他们不断通过营销开拓市场，通
过产品的吸引力赢得市场。他又四处学习取经，依
托成熟的技术引进中草药深加工产业、药妆生产线
和药草茶生产线，聘请专家打造纯植物护肤品及特
色食物饮品，以“沁兰舒”为品牌，形成了完整的
康养产业链，实现了农区变景区、劳动变运动、农
房变客房、产品变商品，村域“药王文化”价值的
升华。
       “几年来，总共投入 200 多万元吧！”当采访团
记者问到他个人投入村子里多少钱时，张慧斌想了
一下低声回答。

       “到目前有收入了吗？”
       “有。从去年 12 月 15 日开始到现在，净收入十
来万吧，销售额有二十来万元。”这个回答，张慧
斌的声音明显地高了八度。
       这不仅是他的成就，更是他的自豪，也是长征村
的希望。
       在村民们的集体信任和支持下，张慧斌也越干越
有劲。村民们在后方种植，他在前方跑市场、找药商。
如今，张慧斌的微信朋友圈里有 3000 多个好友，其
中有 2000 多个都是全国各地的药商。赶到秋天药材
快成熟时，他就会发个朋友圈，各地药商就会纷纷
前来订购。他的销路就是靠微信和抖音一点点地打
开了。而长征村的药妆产品因其纯中药制作和疗效
明显，销路也越来越好，而且已经有了加盟商。县
里也不断投入资金，着力打造“北药之首”长征村。

       明天的长征村
       花香、果香、药草香“合欢本草谷”里都是宝

       为了尽快实现脱贫奔小康，张慧斌和支村两委又
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作为转型突破口，聘请专业
团队规划设计，提出建设以“合欢本草谷”为主题
的综合生态旅游区，开工建设了“六馆一廊一园”

（百草茶馆、中医文化馆、五行音乐康养馆、香蜡馆、
百草禅意馆、芬芳手工馆、孙思邈文化廊、草本乐
园）；充分挖掘药王文化素材，种植山楂树、金银花、
皂角树、芍药等具有药用价值的观赏性植物；建成
中药文化廊 700 米。目前投入使用的有百草茶馆、
芬芳手工馆。
       “为什么叫合欢本草谷？”张慧斌解释道，“合
欢寓意好，花开像伞状，很有观赏价值，还能入药，
再加上我们村种植的大多是中草药，所以就起名为
‘合欢本草谷’。”
       在目前建成的芬芳手工中药纯露馆和百草茶馆，
采访团成员现场体验了中药纯露和中药面膜的疗效，
品尝了蒲公英花草茶。再有一个多月，五行音乐康
养馆、药膳体验馆和中医文化馆即将建成，供人们
体验。
       长征村村口有一个大大的牌子，上面写着“沁源
合欢本草生态谷”，一个以中药材种植为主导产业，
延伸药花观赏、药茶饮品、药膳养生、药妆体验、
中医理疗等产业链条的生态康养基地清晰地呈现在
我们面前。
       张慧斌透露，目前，他们正在筹备“合欢本草谷”
二期工程项目，努力形成从中药材种植到烘干提取、
制作、应用、文创、运营为一体的产业链条，初步
实现养客的智能化安享体系，区域内所有洗护用品
均为沁兰舒中药产品，真正让养客体验到中药材的
魅力所在。到时候，长征村会将实现中草药产业与
旅游业有机结合，将走出一条中草药种植、中草药
深加工、中草药衍生品、康养休闲、参禅修行、农
业观光采摘、中医文化科普、技术输出等产业之间
深度融合的乡村振兴的转型之路。

       山西晚报记者 张红霞

长征村西沟自然村山坡上种植着 5000 亩连翘、黄芪等中草药材

长征村西沟自然村里的植物纯露体验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