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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种好中草药的基础上，
强化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推
动“药材”变“药品”，才能提高
产品附加值。

登封市着力推进产业升
级，强化链条发展，延长药材加
工产业链，借助规模和品牌效
应，加快推进企业由单一的初
加工向精制饮片、中成药生产、
保健品、药食药膳预制品等生
物医药多方面发展，提升产品
附加值。

在登封产业聚集区某医药
企业生产车间内，中药饮片智
能化炮制生产线正在全负荷运
转。“目前我们能够加工 200多
种中药饮片，产品主要销往江
浙一带。厂内蒸煮线也是全国
最大最先进的全自动生产线，
可自动上料、称量、清洗、旋转、
出料。”企业负责人介绍。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

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近日，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提升中药质
量促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明确从推进中药
材生态种植养殖、优化产业结
构布局、提升中药制造品质、
培育名优中药品种、打造知
名中药品牌等方面着手，提
升中药材产业发展水平，加
快推进中药产业转型升级。
河南省、郑州市也明确提出，
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这为
登封市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指明了方向。

登封市农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引导企业积极申
报特色品牌，重点培育打造嵩
山黄精等一批产得优、卖得好
的农业“金字招牌”，强力助推
登封乡村全面振兴。
记者 李晓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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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中草药成致富“千金方”

赏花、看“戏”、亲子游
“幻乐之城”
开启春日奇遇季

春意盎然之际，河南中牟以
“幻乐之城春日奇遇季”为主题，
正式拉开春日文旅盛宴的帷
幕。本次活动通过“赏花+戏剧+
乐园+乡村”的多维融合模式，打
造集自然之美、文化之韵、亲子
之乐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持续
释放文旅消费新活力。

赏百万株郁金香
作为春日奇遇季的核心亮

点，绿博园“问花节”（3 月 22 日
至 5月 5日）以五大主题花展惊
艳亮相。北门入口处，近 60 个
品种、超百万株郁金香将形成
条带状“彩虹花田”，红、黄、白
等色块交织如画。园内紫叶
李、玉兰、连翘等花卉亦竞相绽
放，与豫华园、长春园等古风建
筑相映成趣。

今年新增“欢乐相声人”“梦
幻花车巡游”“奇幻马戏团”等互
动项目，将传统曲艺与花海景观
巧妙结合，为游客带来耳目一新
的感官体验。

沉浸式看“戏”
在“只有河南·戏剧幻城”，

春日的艺术气息更为浓郁。百
亩麦田随风摇，樱花、海棠与夯
土建筑构成诗意画卷。21个剧
场、700分钟不重复的戏剧演出，
通过《李家村》《幻城》等经典剧
目，将中原历史与人文精神转化
为可感知、可共情的文化体验。

游客漫步其中，仿佛穿梭于
时空隧道，在戏剧张力中触摸土
地的温度。

穿越奇幻之旅
电影小镇则以“戏精请就

位”主题活动点燃游客热情。古
色古香的街道上，游客可换上汉
服或旗袍，在柳枝新绿与百花盛
放中拍摄春日大片。

夜幕降临时，霓虹闪烁的电
影大道与王牌夜游《一路有戏》
交织成光影盛宴，互动飙戏环节
更让游客化身剧情主角，体验

“白日造梦”的奇幻之旅。

亲子狂欢解锁春日欢乐
郑州方特欢乐世界与梦幻

王 国 同 步 推 出“ 春 日 遛 娃 计
划”。欢乐世界开启周末夜场，
百名 NPC 带领游客开启“春日
漫步之旅”；梦幻王国则推出亲
子套票（299元畅玩），结合春日
主题演出与一票通玩项目，打
造家庭共享的欢乐记忆。

乡村游畅享户外时光
乡村旅游与户外露营成为

春日新宠。
九堡村的金黄油菜花田与农

舍相映成趣，吸引摄影爱好者纷
至沓来；大地之丘露营地将于 4
月推出中原首场“安木手碟音乐
节”，与槐花季活动，手碟、颂钵、
瑜伽与槐香交织，营造独特的自
然艺术空间。

此外，牟山、雁鸣湖湿地公
园绿荫叠翠，为徒步爱好者提供
天然氧吧。
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韩梦

春分时节，万物生发，嵩岳大地春意盎然。
登封市中岳街道北高庄村村民徐海州奔忙在田间地头。

“到了黄精返青生长的季节，这时候地下害虫开始萌动，需要及
时进行防病灭菌，加强春季管护。”

目前，登封的中药材面积已达1.8万余亩，中草药种植户有数
千户。他们正通过辛勤的劳作，将嵩山中草药变成致富“千金方”。

优势
嵩山是个天然“中草药博物馆”

发展中药产业，登封有着独特的条件。
“嵩山位于二十四节气的发源地，四季分

明，溪、潭、瀑、河遍布，异常复杂的地形地貌
以及沙性、黏性、壤性等质地优良的土壤，为
嵩山野生中草药的生长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为中草药多样性分布提供了理想场所。”登
封学者吕宏军介绍，长期以来，当地形成了
嵩山黄精、何首乌、金银花等世所公认的道
地中药材，嵩山也被称为天然的“中草药博
物馆”。医圣张仲景多年行医于嵩山地区，
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南宋时期少
林寺住持志隆禅师创办了“少林药局”，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少林医药学”。

立足自然禀赋，从古至今嵩山地区一直
有人工种植中草药的传统，涉及连翘、金银
花、黄精、丹参数十个品种。

强基
提升种植水平，塑造嵩山中草药品牌

药材种植是中药产业发展的基础。
登封中草药种植历史悠久，但长期以来种植

规模相对较小，部分农户种植的标准化意识也不
强，基本上都是“凭经验”“随大流”，造成药材的产
品质量参差不齐，制约了嵩山中草药品牌的塑造。

如何改变这一现状？
近年来，登封市积极引导企业申报“名特

优新”和“三品一标”产品，结合地域生态环境
特点，做优做强地域特色产业发展。同时，加
强种植环节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组织专业技
术人员开展宣传培训和技术指导，明确质量
控制技术规范，提升中药材产业发展水平。

在嵩山地区的中药材中，黄精可谓名贯
古今。《本草图经》云：“黄精，今南北皆有之，
以嵩山、茅山者为佳。”2024年，登封嵩山道地
中药材黄精入选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名录，成为当地农民的“致富草”。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专营店！”在石道
乡当阳山的林下黄精种植基地内，郑州某健
康管理有限公司的小程正忙得不亦乐乎，他
每天要负责抖音平台的网络直播。忙里偷
闲，他掰着指头给记者算了笔账：种植黄精，
无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平均亩产鲜黄精 3000
公斤以上，亩年均收益能达到万元。如今，该
公司带动农户种植林下黄精 1500亩，并开发
数十种黄精相关产品带动农民脱贫致富，真
正实现黄精变“黄金”。

而对于地处登封北部的唐庄镇来说，金银
花是当地农民的“宝贝花”。五指岭（系嵩山余
脉，唐庄北部一带）金银花，由于所处的地理环
境及气候条件颇为独特，形成了独特的品性。

“我们这里所产的金银花，泡在杯中直立
而不沉，各项指标均为全国之冠，被国内外医
药界赞誉为‘河南花’。为了提升药草种植品
质和产量，我们每年都会对社员进行金银花
耕作管理，预计今年金银花的收成应该比往
年还好。”说起金银花，唐庄镇塔水磨村种植
专业合作社的吴小红很是自豪。不仅如此，
合作社还开发出了金银花蜂蜜等系列产品，
带动农户种植金银花千余亩。

随着种植水平的不断提升，药农们正生
动演绎着药材变“药财”的故事。

提效 拉长产业链条，推动“药材”变“药品”

中草药长势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