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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高新区接庄街道垞河村迎来中药材丰收，开始新的种植季

探探索索中中药药材材种种植植，，助助力力乡乡村村振振兴兴

海海达达行行知知学学子子迎迎来来““新新课课程程””
传统中医药文化进校园，中医药课程丰富多彩

王王因因街街道道后后岗岗村村聘聘请请

中中药药材材种种植植基基地地专专家家顾顾问问

本报济宁12月1日讯(通讯

员 孟步良 姜旭 记者 王

博文) 近日，济宁海达行知学

校与济宁市中医院等友好单位

深度合作，将传统中医药文化

引入校园，开设了丰富多彩的

中医药课程，目前，中医药文化

课程已经成为济宁海达行知学

校的一大特色品牌。

近期，学校邀请由济宁市

中医院专家组成的中医药文

化顾问讲师团，每周到学校开

展科普讲座，从中药、针灸、保

护眼睛、爱护牙齿、基础急救

等方面，向师生传授科学、准

确、通俗易懂的中医药文化和

健康知识，普及具有中医特色

的健康生活方式及中医药养

生防病理念，引导广大师生养

成良好生活习惯和科学的健

康观念。

为配合中医药课程的开

展，学校特别在小学部卫生室

设立中医药门诊，由济宁市中

医院委派专业医师驻校接诊。

中医药门诊采用“望闻问切”、

针灸、穴位按摩等传统中医诊

疗方式，在接诊过程中向学生

普及中医药常识，成为学校中

医药课程的重要一环。
11月26日起，学校邀请济

宁市中医院来校对各学段学

生进行健康体检，所有接受体

检的学生都会建立健康档案。

接下来，学校将不断完善学生

健康体检制度，随时掌握学生

的身体健康状况，努力为每一

位海达行知学子的健康成长

保驾护航。

“请进来”之余，学校还进

行了“走出去”的积极探索，通

过生命科学馆研学、中药种植

炮制等拓展课程，开展丰富多

彩的第二课堂，多种形式加强

互动与体验，让每一位海达行

知学子深入到实践中汲取中

医药知识，感受中医药文化的

博大精深。

本报济宁12月1日讯
(记者 张慧) 27日，济宁

高新区王因街道后岗村中

药材种植基地专家顾问聘

请仪式举行，仪式上聘请

山东中医药大学李贵海教

授、山东农科院韩金龙博

士为后岗村中药材种植基

地专家顾问，并现场颁发

聘书。
27日上午，李贵海教

授、韩金龙博士一行先后

来到后岗村党史馆、民族

文化馆及中草药种植地块

等进行现场考察，针对后

岗村中药材种植条件、种

植品种及种植方法等进行

了现场沟通，并就中药材

种植对促进村集体经济增

长、扩大村集体经济规模

等进行了深入交流。随后，

济宁高新区王因街道后岗

村中药材种植基地专家顾

问聘请仪式举行，仪式上

聘请李贵海教授、韩金龙

博士为后岗村中药材种植

基地专家顾问，并为其颁

发聘书。

“下一步，我们将全力

以赴协助后岗村进行中药

材种植基地建设，共同探讨

中药材经济发展的新方向。

通过推动建设医、养、游、

学、研的中草药田园综合

体，积极探索集体经济增收

的新思路。”韩金龙博士说。

文/图 本报记者 邓超

近日，接庄街道垞河

村的田地里，由省农科院

平邑基地培育的丹参苗在

历经一年的成长后喜获丰

收。一旁的田地里，垞河村

的村民又开始了新一年的

种植。今年是垞河村第三

年种植中草药，从2017年的

200亩发展到2019年的500多

亩，中草药种植的成功让

垞河村逐步迈向产业致富

的道路。

中药材长势喜人
亩产能增收1500元

眼下正是丹参栽苗的黄
金时节，记者在高新区接庄
街道垞河村的中药材种植基
地看到，成片的丹参铺满农
田，长势喜人。十几名工人正
在田间抢栽丹参苗，覆膜工
作也在同步进行。

以往，垞河村主要以种
植传统农作物为主，村民和
村集体的收入比较低。前年，
垞河村以产业结构调整为指
导，流转土地，开始了中草药
的规模化种植，邀请技术人
员专业指导，规范化种植了
丹参、白术、知母、紫苑等中
药材，不但土地利用价值提
高了，村民们也从中获了利，

除了土地租赁费，栽种和收
获时节来合作社打工也会多
一份收入。

当年种植，次年收获，一
年一季的丹参种植方法简
单、管理方便，水肥要求不
高，适宜垞河村的沙土生长。
由于用途广泛，按目前市场
要求，前景广阔备受欢迎。

“去年我们亩产能增收
到纯利润1500元左右。今年准
备种丹参、防风、金丝菊和紫
苑4个品种，共计500多亩，预
计今年的亩产量要比往年的
都高，效益也会更好。”接庄
街道垞河村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杨福岳告诉记
者，目前，一亩地的丹参可以
收获一吨半，烘干后每公斤
能卖到近20元。

“村里现在种植的中药

材推广应用生态绿色中草药
种植管理模式，可以充分利
用土地资源，产生的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
非常显著。”杨福岳说，每年
11月份的收获季，来自安徽
等地的中药材收购商都会来
到村里收购中药材，这是一
年当中垞河村村民最为忙碌
的时候。看到村民的日子一
天比一天好，杨福岳发自内
心的高兴。

继续扩大种植规模
筹备建设粗加工基地

接庄街道紧靠泗河，土质
为沙土性质，泗河沿线村庄历
来就有种植中药材的传统。

“垞河村有着悠久的中药材种
植历史，成立合作社的目的就

是想把中药材种植重新拾起
来，让全村人都来种。老百姓
以土地入股，在保证土地成本
的情况下，盈利再给入股村民
分红。”杨福岳说，今年的栽种
和收获工作能够持续一个半
月，明年开了春要一直忙到九
月份，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
大，浇水、施肥、除草，哪一项
工作都需要大量用工。看着朵
朵盛开的丹参花，杨福岳说，
丹参长势越好，全村的乡亲就
越高兴，这是大家脱贫致富的
希望。

“麦子和玉米一年收益
每亩只有1000多块钱，种植
中药材每亩地则会有2000-
3000元的收益。”杨福岳说，从
最初的每亩地只能收获六、
七百公斤，到如今每亩增收
至1500公斤，除了得益于种植

技术的提升，同样离不开专
家的技术指导和村民们的悉
心照料。

“下一步我们想以村集
体带动农户、合作社形成一
个产业，建设粗加工基地，
实现产业融合发展，把集体
经济发展壮大。”杨福岳介
绍，今后垞河村将结合中药
材基地建设，改良品种，建
设粗加工基地，推广和运用
新技术，将中药材种植产业
做大做强，助推全村百姓奔
小康。

采访中杨福岳还说，垞
河村已有三年的种植经验。
从2017年的200亩发展到2019
年的500多亩，中草药种植的
成功着实让他尝到了甜头，
计划明年要再次扩大种植面
积，并带动周边发展。

村民们正在种植丹参幼苗。

科普讲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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