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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蓬溪，“抓”服好药
当地借助“本草”故事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6月14日，遂宁蓬溪，“亲近本草 体
验书香——蓬溪县第二届本草文化季”
启幕，一场包含本草文化、李时珍、《本草
纲目》诞生地等内容的系列活动热闹上
演。当地想要讲好一个名为“本草”的故
事，而这些故事上下几百年，有迹可循。

讲述文化、追溯历史的背后，是蓬溪
这个中药材人工种植面积超3.5万亩、野
生中草药蕴藏量超1100种的农业大县，
在现有中药材产业规模基础上的另一种
探索。当地在已经“抓上”中药材的同
时，还想“抓好”中药材。

有得“抓”
从古至今都有“谈资”

关于中药材的话题，在蓬溪可以找到
很多。蓬溪的中药材种植历史可以追溯
到明清时期，在《蓬溪县志》中，仅清朝提
到的中药材就有一两百种。不过，蓬溪中
药材最精彩的章节莫过于李时珍和他的
《本草纲目》，有史可查的是，《本草纲目》
是李氏祖孙三代共同著述的结果。其中，
李时珍负责书本的编著，其四子均参与了
书本的校正和重订工作，其孙子则负责了

“次卷”和书写工作。1575年到1585年，
李时珍长子李建中在蓬溪任知县，《本草
纲目》初稿成书地就在蓬溪。

关于李时珍，蓬溪还流传着他曾在
当地采药的传说。由于史料缺失，关于

“药圣”的生平还有很多空白，但对蓬溪
而言，伴着那些曾经的故事、那部煌煌的
典籍，中药材产业一直在实打实地发展。

蓬溪多浅丘，沟壑纵横，形成较多的
阴山及阳坡，为丘区道地中药材品种形
成提供了有利条件。遂宁市中药材科技
特派团成员黎金龙说，蓬溪中药材规模
化种植可以追溯到明朝后期，当时一大
户人家引入白芷，并开始大面积种植。
涪江流域是川白芷的重要产区，还有越
往涪江下游前胡素越高的特点。在2016
年脱贫攻坚进程中，他们专门选了几种
土地试种川白芷，成功后就在蓬南镇开
始种植。到今天，蓬溪的川白芷已是食
品界的一块招牌，被广泛应用于香料、调
料等领域。他们还专门做了药性测定，
蓬溪川白芷的前胡素含量是《中华药典》
中记载的两倍多。现在，蓬南、群利、三凤、
鸣凤、文井等地都有规模化的川白芷种植。

除了川白芷，蓬溪半夏、佛手、枳壳等多
种中药材的种植量也大。整个蓬溪在中药
材产业方面划分为几个区域，北部是中药材
生态涵养区，包括文井、槐花、新会等地，主要
种植木本类和果药类中药材；南部是中药
材“野转家”示范区和川渝毗邻地区中药
材集中示范区；中部主要是菌草，包括灵
芝、虫草花、杏鲍菇等。其中，中部产的虫
草花的虫草素含量非常高，是常规种植的
100倍左右，可以直接拿来泡水喝。

在蓬溪，种植中药材的人很多，也较
为分散。这不是规模化程度不高的表
现，相反，各种中药材都有自己的喜好，
它们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下才能较好生
存。今天，蓬溪当地栽培的中药材面积
达3.5万亩，仅种植户卖中药材的收益就
在3亿元左右。这3万余亩的土地上，种
植的品种不过30来个，而整个蓬溪中草
药的蕴藏量远超这个数。

“抓”什么
本草文化可挖掘内容多

在蓬溪，当地专门编撰了《李时珍与
蓬溪》《本草蓬溪》等书。书中讲了李时
珍与蓬溪的故事，细数了蓬溪籍的历代
名中医，也系统介绍了蓬溪当地的中草
药资源以及一些中医药方。

作为《李时珍与蓬溪》《本草蓬溪》两
书的主要编辑之一，胡传淮说编撰这些
书籍的目的在于让更多人知道蓬溪深厚
的本草文化与悠久的本草历史。对于本
草文化的挖掘，蓬溪开始得也很早，20世
纪50年代就有人在专业的中医杂志上发
表文章谈论李时珍与蓬溪的关系，20世
纪80年代还有不少人写了《本草纲目》在
蓬溪的故事。此前新修县志，专门对李
时珍在蓬溪的事迹进行了考证，只是这
些都很零散。

这两年蓬溪开始在讲好本草文化上
下功夫，关于本草在蓬溪的历史文化挖掘
也进入系统整理阶段。讲好蓬溪的本草故
事，胡传淮认为应该从李时珍在蓬溪、蓬溪
历代名中医和蓬溪中药材的发展开始。

除了李时珍，蓬溪历来也是名中医辈
出，往上追溯有御医陈寿庵，近现代更是
出现了如四川省“十大名中医”李孔定等
一大批知名人物。同时，在更加广阔的民
间，蓬溪的老中医还保存了一批珍贵老医
书，部分老中医还自己编写了医书。

在编撰《本草蓬溪》时，受限于内容
太多，胡传淮他们也未能在书中把所有
内容一一讲完。对于这本书，胡传淮也
有遗憾，因为没法走访完蓬溪境内知名
老中医，没法保护收集所有的宝贵资料。

胡传淮认为，现代以来，蓬溪本草文

化的发展有两个重要节点，一个是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由中医盛行带来，另一个就是
现在由中药材规模化种植和产业化带来。
有了这些中药材，才有了本草文化可以谈。

据胡传淮观察，蓬溪市民对当地中
医、中药材有认可度，但就“李时珍与蓬
溪”的相关故事，知晓度可能会差一些。
而这也是他们编写《本草蓬溪》一书的初
衷——让大家从不知道到知道、不了解
到了解。作为当地的文史人员，他也希
望李时珍与蓬溪的故事、《本草纲目》与
蓬溪的故事，在当地的努力下能有更多
人知道。

6月12日，蓬溪的考察团走进李时珍
故乡湖北蕲春。双方围绕中医药文化、
产业等展开讨论，并在中医药文化事业、
中医药文化交流、中医药种植加工等方
面达成协议。同时，双方还商定要共同
挖掘李时珍与《本草纲目》在蕲春和蓬溪
的历史文化，推动中医药产业升级和服
务优化，推进中医药文化遗产保护和传
承创新发展。

怎么“抓”
讲好中草药故事各有答案

如何讲好中草药的故事，蓬溪当地
从政府到种植户，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蓬南镇，何明忠承包了村上1300
多亩地种植佛手。在开始种植前，他连续
考察了佛手柑市场12年。他说，佛手柑市
场前景广，不挑果形，只要结了果都能卖，
且大小一个价。2018年他开始试种，
2019年就大面积种植。一般情况下，他
卖佛手柑片，都是通过签约的药厂消化。

佛手柑种植前期投入大且投资见效

慢，但何明忠说，在他的种植园里，从果
子到树枝，与佛手柑相关的每一个东西
的价值都被充分开发。果树需要修枝，
修剪的枝丫可以用于提取精油和柑露，
现在市场上，一斤精油要上万元，精油所
获利润就可以抵修剪枝丫的用工开支，
柑露则是纯利润。

种佛手柑用工需求量大，一天需要
三四十人帮忙。村民把土地承包给何明
忠，每年除了领租金外，还可以就近务
工。今年2月，他产酒的资质办下来了，
佛手柑的另一种深加工产品佛手柑酒开
始进入大量投产阶段。这里产的佛手柑
酒销量不错，主要市场在北方，质好养生
且实惠。

对中草药的种植，当地一直在扶
持。何明忠种植园里的基础设施建设、
生产设备更新等都有当地政府的大力支
持。他的种植园里还有池塘、山洞，环境
相当不错，有人称这里是蓬南的“后花
园”。未来他还计划要做乡村旅游。

尽可能让产品多元化、收益最大化，
是当地中药材种植户们的想法。在蓬
南，种植面积超2000亩的佛手柑还不算
多。当地中草药种植的面积有七八千
亩，最多的是白芷，其规模化种植也就是
近几年的事。据当地工作人员介绍，此
前都是散户小面积种植，不过几百亩。
随着种植面积越来越大，当地引进了专
业公司进行收购开发，种植面积开始扩
大。而相关工厂在7月份就要完工，如果效
益可观，当地的种植面积还会继续扩大。

虽然蓬溪现有的人工种植中药材
不愁卖，但面对大量尚未开发的中药
材，这里还存有一个巨大的市场。黎金
龙说这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信息不
畅、“企业不知道这里有”是导致这一现
象的重要原因。

同时，即使在中药材规模化、产业化
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饮片加工、存储等
能力的不足，仍是当地面临的问题。当
地在改善生产设施、对接外部企业的同
时，也在培育本地的龙头企业。在当地
开始系统讲好本草故事后，除生产销售
外，其背后还有个把乡村振兴、文旅发展
等包括在内的庞大布局。在黎金龙看
来，作为传统农业大县，中药材种植是蓬
溪一直以来的一种尝试，而近几年当地
集中系统推广本草文化，也让当地中药
材产业迎来新的机遇。对整个市场而
言，随着大健康概念的普及、大健康产业
的发展，中药材的未来值得期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肖洋伍勇刘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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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纲木》编辑人员介绍。 受访者供图

▲蓬溪百草园。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