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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多样，气候土壤等因素
不同。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下，孕育出不同的具有特
殊功效的中草药，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
经》对每味药都详细地记载着药材的产地。《名医别
录》里面就详细记载了黄芪的产地：山西省、甘肃省、
内蒙古以及东北地区。

黄芪又名绵芪，国家三级保护植物，多年生草
本，高 50 厘米-100 厘米，主根肥厚，木质，茎直立，生
长 5 到 6 年收获，并且生长时间越久，根部越粗，药
用、食用效果越好。黄芪作药用迄今已有 2000 多年

的历史，其有保肝、降压和抗菌作用。黄芪以补气为
主，可用来固表。《本草纲目》中记载“黄芪味甘，气微
温，气薄而味浓，无毒，其功用甚多，乃补气固本之圣
药也。”民间也流传着“常喝黄芪汤，防病保健康”的
顺口溜。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黄芪有提高免疫功能，有助

于延缓细胞衰老进程，深受中老年朋友和女性朋友
的青睐。黄芪有药食同源的滋补功效，食用方便，可
煎汤、浸酒、制膏、入菜肴等，在健康养生的时尚引领
下，黄芪已进入到寻常人家。

在 全 国 享 有 较 高 口 碑 和 久 负 盛 名 的 当 属 大
同 恒 山 道 地 黄 芪 。 恒 山 黄 芪 号 称“ 正 北 芪 ”，有

1500 多年的种植历史，具有条长而直、皮光纤细、
色泽黄亮、粉性大、空心小的特点，在国内外享有
盛 誉 。 恒 山 东 麓 深 山 区 的 广 灵 县 望 狐 乡 和 南 村
镇 ，是 野 生 正 北 芪 的 集 中 分 布 区 ，它 深 藏 在 恒 山
东 麓 深 处 的 长 江 峪 、白 羊 峪 和 圣 眷 峪 等 沟 域 的
上 源 。 这 些 山 区 地 带 海 拔 高 度 达 1700 米 —1900
米，自然条件与土壤成分特别符合黄芪生长的生
态 学 特 性 ，所 产 黄 芪 条 长 、条 顺 ，上 下 粗 细 均 匀 ，
质 地 坚 实 ，粉 性 足 ，品 质 好 ，单 株 质 量 大 ，当 属 正
北芪中的极品。 于桂林

相传，古时候在广灵县望狐乡正南沟村有一位善
良的老人，叫黄耆，形体高瘦，面色微黄，体格健壮，精
通针灸治疗术。老人为人厚道，待人谦和，一生乐于救
助他人，方圆几十里，谁家有病人都要请黄老先生施之
以针灸。黄耆一生救人无数，且不收病人一文钱。

有一天，黄老先生去下白羊村出诊，行至草沟村
时，见一人家男女老少哭成一团。黄老先生上前问明
原委，原来这家人去年新娶的媳妇才十八岁，因生孩子
出血太多而死亡，刚刚入殓。黄老先生仔细观察，从棺
材缝里滴出的血是鲜红色的。黄老先生让家人打开棺
木，急速针刺人中、涌泉穴，不到一袋烟功夫，病人渐渐
苏醒。人们见已死亡的人起死回生，无不欢欣。这家
主人拿出十两白银酬谢救命恩人，可黄老先生执意不
收。此时，天色已晚，黄老先生救人心切，收拾起针灸
包夹，急冲冲朝下白羊方向赶去。当行至将军崖山顶
时，不慎坠崖身亡。

黄老先生去世后，十里八乡的人们都前去吊唁悼
念。为了怀念黄老先生，人们把黄老先生的遗体安葬
在白羊峪的山顶上。意思是，让黄老先生居于高处，时
刻看到周围的村民，保佑乡邻平安。

黄老先生去世的第二年，在他坟头上长出一株人
们从未见过的植物，高二尺许，七八月开花，花呈淡黄

色，秋天结出像铃铛一样的角，里面结有很多黑亮黑亮
的籽儿。草籽散落到坟头周围，次年又长出幼苗，越繁
殖越多。几年功夫，整个恒山东麓漫山遍野到处生长
着这种植物。

到了明代，药王李时珍尝百草至此，发现这种植
物具有补气固表、托里透脓之功效，是药中之极品。
根据当地百姓对此草来历的介绍，李时珍给该草命名
为黄芪。

从那以后，当地百姓都说，黄芪是黄老先生的化
身。黄老先生在世时，体型高瘦，面色微黄，采挖出的
黄芪形态和颜色与黄老先生极为相似。黄老先生是七
月份坠崖身亡，而黄芪又是在七月份开花。因此，人们
视黄芪为神药，把采挖出来的黄芪用红绸条扎裹，常年
供奉于厅堂显眼位置，人们一旦生病就用黄芪治疗。

有一年，有个村子里孩子们都患上了一种怪病，颌
下长出了又大又红的疙瘩，红肿热痛，开口化脓，久溃
不愈。当地百姓就从当地采挖了黄芪及蒲公英煎汤代
饮，结果一个个患儿都神奇般好了！

《新唐书·许胤宗传》中记载，许胤宗初任新蔡王处
参军时，王太后患卒中，口噤不语，且不能进汤药，脉沉
细微弱。医者认为，此为阳气虚，气血不畅所致，就用
黄芪、防风煎汤，置于床下，熏口鼻、皮肤。满室药味弥
漫一昼夜，王太后渐渐苏醒能言，后遂愈。

随着中医药的发展，黄芪被称为药中之王，南枣北
芪，世人皆知。著名诗人苏东坡写下了“白发欹簪羞彩
胜，黄耆煮粥荐春盘”的名言佳句。 刘吉合

广灵县位于我国黄芪四大产区之一的山西省东北
部，恒山东麓。广灵县望狐乡、南村镇南部山区有 10 多
万亩非常适宜黄芪生长的坡地，据土地勘察资料显示，
这里有 10 多种栗钙土区，而且呈沙壤土，是生长优质恒
山黄芪的特有环境。

数千年来，这里就自然生长着大量的野生黄芪，而
且质量上乘，深受广大民众喜爱。然而，由于长期超量
采挖，野生黄芪数量急剧减少，被国家定为渐危品种，并
且定为国家三级保护植物。对黄芪进行抢救式开发，已
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为了拯救野生黄芪这一濒危物种，2004 年 9 月，以
恒山黄芪“正北芪”为主要开发品种的民营企业——山
西恒广北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肩负起广
灵野生黄芪保育与高质量发展的重任。公司成立以来，
在专家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先后实施了“野生抚育”“提
纯复壮”“保护自然生态”等一系列针对野生黄芪的拯救
措施，取得明显成效。

经过 16 年的发展，公司现已成为集科研、种植、加
工、销售为一体的市级中药材龙头企业。十多年来，公司
以科技为先导，发展与保护并重，大力发展道地黄芪，将
3.9万亩黄芪基地划分为野生资源保护区 3000余亩、野生
抚育区 5000 余亩、宜芪仿野生标准化种植区 2.4 万亩，目
前，有的黄芪已进入采挖期，每到花季，成片的黄芪花争相

开放。在全省打造山西药茶的机遇推动下，企业积极开展
黄芪现代科学药理研究，开发了黄芪茶、黄芪花蜂蜜等一
批衍生产品，并设计出新颖独特的“茶杯一体”宣传品，经济
效益明显提升，广灵黄芪逐渐打开局面，赢得市场认可，也
为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2019年，公司实现销
售收入 3519万元，利润达 595万元。

十年耕耘，硕果飘香。2014 年 8 月被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中国中药协会授予“道地药材黄芪保护及生产（野
生抚育）基地”；2016 年 5 月，公司受中国中药协会种子
种苗专业委员会邀请，参加专委会成立大会并成为会员
单位；2018 年入选中药材品牌建设第一批名单，同时被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命名为“道地药材黄芪原
生态种植全国示范基地”；2018 年 9 月被山西省农业厅
评为“中药材标准园建设单位”，2018 年，公司参与了《中
华医药学会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黄芪）标准》的起草和
制定工作；2020 年 10 月被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命
名为“黄芪野生资源保护及生态繁育生产示范基地”“黄
芪生态种植示范基地”。

“公司的兴衰发展与当地农民始终有着密切联系，
现在公司发展壮大了，一定要想方设法带动农民增收致
富。”公司负责人孙和说。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山西恒
广北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认
真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县委关于脱贫攻坚的各项重大

决策部署，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依托当地黄芪产业发
展，助力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为全县打赢打好脱贫
攻坚战作出积极贡献。

恒广北芪公司的生产基地位于广灵县望狐乡和南村
镇南部山区。为了帮助当地农民摆脱贫困，做到精准脱
贫，公司积极探索“企业+基地+农户”的模式，利用黄芪产
业发展进行产业扶贫，并制定了“两帮一雇”的扶贫措施，
即帮资金、帮种植（黄芪）、雇贫困户到企业务工，努力做
到扶贫全覆盖。帮资金：2017 年—2019 年，公司共为望
狐、南村两个乡镇 35个行政村的 5855名贫困人口无偿发
放扶助资金 422.1 万元；帮种植：公司在主动为农民提供
黄芪种子、技术服务的同时，2017年投资 6万元免费为望
狐乡上窑村和史家坪两村的 50户贫困户种植黄芪 50亩，
黄芪采挖后每亩可实现净收入 1 万元；雇贫困户打工：从
2017年到 2019年，南村镇、望狐乡共有 480多名贫困户从
公司每年获取劳务收入 140万元，每户年平均 3000 余元，
有的户年收入近万元。

“下一步，我们企业要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为指导，以广灵县委、县政府县域经济发展总体布局为
依托，以科技为先导，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宜药则药、宜
树则树、宜灌则灌，实行山、水、坡、林、路综合治理，建立
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努力把荒山建成林药
立体种植及生态旅游示范区。”孙和已经为企业描绘出
了发展蓝图：种植道地野生黄芪 2.5 万亩，年产鲜黄芪
500 吨；加工黄芪成品原料及原生态黄芪饮片 300 吨，生
产黄芪花蜂蜜 8 吨，年产黄芪药茶 20 吨；植树造林 7000
亩，种植灌木 3000 亩，整治沟 3 条，建人工湖 30 个，建成
文化养生休闲旅游景区 1 处。预计 3 年后，仅黄芪一项，
每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7500 万元，贫困农民通过劳务用
工等渠道，可从公司获取 3000 万元的劳务收入，走上致
富道路。 苑捷 王亚红

华北西部的黄土高原东翼，有一方钟灵毓秀的世外桃源，巍
巍太行与恒山、燕山在这里环抱相拥，远古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
在这里积淀交融，壶流河蜿蜒横贯滋润沃野桑田，大自然的神奇
造化绘就出绿水青山的原生态画卷。这就是广灵，一个随时都
能邂逅美丽的“塞上江南”，一个随处都能发现天宝的绿色家园。

2020年 8月 19日至 21日，“野生黄芪”生态原产地保育与高质
量发展研讨会在广灵县召开，来自中科院、中国中药协会、中国农
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院校、协会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行业
嘉宾齐聚一堂，共话黄芪原产地保育之策，共谋黄芪产业发展之
路。至此，经过十多年的积淀发展，一直“低调”的广灵黄芪以其独
特的品质开始进入人们视野，成为广灵的又一张特色名片。

广灵大山有宝藏 养在“深闺”人未识

广灵县位于全国农牧交错带核心区，京津冀、晋冀内蒙古两
个经济圈和环渤海都市圈结合地，独特的自然气候和地理地貌
孕育出诸多名优农特产品。其中，广灵黄芪的种植、采收与药用
历史悠久，在水神堂明清壁画《百工图》中，清晰可见明清时期黄
芪交易、制药就医的场景。

黄芪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本草纲目》均有记
载。以黄芪为原料的中成药多达 200 余种。据当地老中医介绍，
民间素有“非道地药材不处方，非道地药材不经营”的说法。道
地药材就是特定的自然条件、生态环境、甚至是人文环境所产的
药材。恒山黄芪号称“正北芪”，有 1500 多年的种植历史，具有条
长而直、皮光纤细、色泽黄亮、粉性大、空心小的特点，在国内外
享有盛誉。正北芪的道地产区在山西、陕西、河北、内蒙古均有
分布，北岳恒山是正北芪的核心产区，而处在恒山东麓深山区的
广灵县望狐乡和南村镇，是野生正北芪的集中分布区，境内山
峪、盆地、河川交汇，昼夜温差大，光照强，部分山区海拔高度达
1700 米—1900 米，自然条件与土壤成分适合黄芪生长，得天独厚
的气候和地貌孕育出广灵恒山正北芪，所产黄芪条长、条顺，上
下粗细均匀，质地坚实，粉性足，品质好，单株质量大。

广灵大山有宝藏，养在深闺人未识。广灵黄芪深藏在恒山
东麓深处的长江峪、白羊峪和圣眷峪等沟域的上源。当地白羊
林场工作人员说，由于这片区域在大山深处，从来没有被污染
过，也没有粮食作物大面积种植，从古到今一直保持着温带针阔
稀疏混交林和高山草甸的原生自然地貌。

清代以前，恒山正北芪全部来源于野生。随着黄芪在药
用、保健食品、药膳食疗、化妆品、天然产物提取等方面应用日
趋多元，野生黄芪资源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野生黄芪
产地保育和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医药产业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也成为广灵县委、县政府着力研究的重要课题。通过固守传统、
扩大种植、强化品质、科学管理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得力措施，
生态、天然、绿色、无污染的广灵黄芪逐渐得到专业认可，产出的
黄芪以优良的品质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产品远销韩国、日本、加
拿大等国家。

“当年我们对长江峪、白羊峪和圣眷峪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
和论证，发现这片‘处女地’不仅是野生黄芪的最佳栖息之所，同
时也是野生黄芪人工抚育的黄金地带。”随着黄芪原产地保育与
高质量发展课题的深入研究和推进，2004 年，山西恒广北芪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应运而生，公司创始人孙和带领一批技术人
员走遍了广灵的山山沟沟，在莽莽的大山深处，开启了广灵县生
态黄芪基地化繁育生产的新征程。

保育发展双管下 走出“特”“优”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时指出，山西山多地多，地貌多元、

气候多样，这种独特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山西农业的出路在于
“特”和“优”。总书记的指示为广灵县做“特”黄芪产业、创“优”
黄芪产品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近年来，广灵县委、县政府
紧紧围绕中央和省委市委安排部署，把黄芪作为农业调产增收、
特色优势产业来布局，多措并举推动野生黄芪保育与发展，政府
引导、政策扶持、“企业+基地+农户”的黄芪保育发展模式，为全
县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绿色转型发展提供了有益探索与实践，黄
芪产业呈现出广阔发展前景。

县 委 、县 政 府 多 次 邀 请 中 国 科 学 院 专 家 组 ，对 广 灵 县 长
江 峪 、白 羊 峪 、圣 眷 峪 三 条 沟 域 黄 芪 种 植 资 源 和 空 间 分 布 规
律 进 行 调 查 研 究 ，探 明 全 县 现 有 适 宜 黄 芪 生 长 坡 地 10 万 多
亩 ，并 将 广 灵 野 生 黄 芪 分 成 原 生 区 、繁 育 区 、抚 育 区 三 个 板
块。在县乡两级的大力支持下，恒广北芪专业人员根据芪坡
坡度、植被状态及野生资源分布状况等因素，按照三个板块，
将 3.9 万 亩 黄 芪 基 地 划 分 为 野 生 资 源 保 护 区 3000 余 亩 、野 生
抚育区 5000 余亩、宜芪仿野生标准化种植区 2.4 万亩，并具体
实 施 了 三 大 工 程 ：一 是 对 野 生 资 源 进 行 有 效 保 护 ，通 过 采 取
围 栏 禁 牧 、杜 绝 乱 挖 滥 采 等 措 施 ，使 野 生 资 源 黄 芪 得 到 极 大
保护；二是进行野生抚育，对苗子不全的地段进行补植补种，
对没有黄芪或黄芪极少的地段进行深松土壤种植；三是提纯
繁育，从植株繁茂、根系发达的黄芪上捋取种子，作为良种进
行 繁 育 ，经 过 十 多 年 的 提 纯 种 植 ，使 恒 山 正 北 芪 这 一 适 应 性
强 的 优 良 品 种 得 以 繁 衍 不 息 。 经 过“ 野 生 抚 育 ”“ 提 纯 复 壮 ”

“保护自然生态”等一系列拯救措施，全县有近 3 万亩荒坡野
生黄芪枝繁叶茂、长势喜人，有的已经入采挖期，每年可产优
质黄芪 500 吨。

地 域 性 和 生 态 性 是 广 灵 恒 山 正 北 芪 最 大 的 魅 力 所
在 。 仿 野 生 黄 芪 栽 植 技 术 实 质 上 是 建 立 生 态 经 济 型 复 合
体系，既保护环境，又实现生产可持续性，同时确保了高品质
药材质量。经国家中医药专业鉴定机构化验分析，仿野生技
术繁育的广灵恒山正北芪，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的含量远大
于 0.07%，黄 芪 浸 出 物 的 含 量 高 于 24%，与 天 然 野 生 黄 芪 的 药
用 成 分 高 度 吻 合 ，传 统 与 科 技 的 完 美 结 合 ，让 广 灵 的 黄 芪 产
业 前 景 更 加 广 阔 。 恒 广 北 芪 种 植 基 地 先 后 被 国 家 权 威 机 构
授予“道地药材黄芪保护及生产（野生抚育）基地”“道地药材
黄 芪 原 生 态 种 植 全 国 示 范 基 地 ”。 2018 年 ，恒 广 北 芪 入 选 中
药材品牌建设第一批名单。

资源禀赋生红利 打造脱贫硬支撑

经过 16年的实践，广灵县努力探索“野生黄芪”生态原产地保
育与高质量发展之路，不仅优化了生态环境，而且通过“公司+基
地+农户”的生产运营模式，使黄芪种植户每亩年收入达万元，为
当地脱贫攻坚提供了重要支撑，黄芪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发
财树”。

广灵县望狐乡史家坪村目前种植黄芪 124 亩，基本实现户均
一亩，每亩黄芪平均收入 1 万元，全村依靠黄芪每年可收入 120 多
万元，一举实现脱贫。广灵县南村镇下白羊村农民李计军曾是
贫困户，5 年前将家中 10 亩坡地全部改种黄芪，最终依靠黄芪脱
贫致富，去年种植的 4 亩黄芪通过企业直接收购，收入达 4 万多
元。黄芪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黄芪产业的持续发展壮
大，近年来，恒广北芪公司抚育、管理、采收、加工黄芪，每年需雇
用大批劳动力务工，解决了望狐乡、南村镇大量剩余劳动力，直
接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务工增收 140 多万元。同时，望狐乡 14 个
村的 4332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都享受到了黄芪种植的收益分红，
挣上了“黄芪钱”。

为了帮助贫困农民发展黄芪产业脱贫致富，山西恒广北芪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积极主动为农民提供优质种子、技术支
持，并对有坡地而无能力种植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无偿帮助其种
植黄芪。2017 年，公司投资 6 万元，无偿为望狐乡上窑村和史家
坪两村的 5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种植黄芪 50亩，黄芪采收后每亩可
实现净收入 1万元。由于黄芪具有“自生繁育”的特点，一年种植，
多年受益，为农民带来了稳定的经济收入。在公司的带领和帮助
下，目前，望狐、南村两乡镇黄芪种植面积达到 3万亩，许多农民靠
着种植黄芪脱了贫，走上富裕之路。

紧抓药茶新契机 构建发展新模式

作为一家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山西恒广北芪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今年新建了黄芪加工厂，开发了黄芪茶、黄芪花
蜂蜜等一批衍生产品，开展了黄芪现代科学药理研究，设计出新
颖独特的“茶杯一体”宣传品，深受品鉴者喜爱。

2019 年，在我市召开的全省攻坚深度贫困推进乡村振兴现
场会提出，要按照全产业链开发、全价值链提升、全政策链扶持
的思路，聚力打造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今年 2 月，省
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发展

的意见》，进一步明确要合理布局生产基地、产业链条、科技研
发、加工园区、综合服务、休闲旅游等功能模块，全方位构建农产
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

在 2020 年新冠肺炎治疗中，含有黄芪成份的中药发挥了积
极治疗作用；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山西药茶产业发展，提出要
全力打造中国第七大茶系，特别是黄芪叶茶入选山西药茶名录，
大同成为全省六大药茶产区之一；3 月 31 日我市召开药茶产业研
发专题座谈会，10 月 16 日在江西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中药材产业
大会明确提出，以“道地、生态、品牌”为目标，推动中药材产业高
质量发展……一时间，发展黄芪深加工产业成为热门话题。

2020 年 8 月 在 广 灵 县 召 开 的“ 野 生 黄 芪 ”生 态 原 产 地 保
育 与 高 质 量 发 展 研 讨 会 上 ，相 关 领 域 专 家 学 者 就 黄 芪 生 态
原 产 地 保 育 、产 业 链 延 伸 、品 牌 文 化 挖 掘 、产 品 研 发 推 广 等
作 了 专 题 研 讨 ，吸 引 了 央 广 网 、山 西 日 报 、山 西 网 络 广 播 电
视 台 等 多 家 媒 体 争 相 报 道 ，极 大 地 提 高 了 广 灵 黄 芪 的 知 名
度 和 美 誉 度 ，广 灵 黄 芪 着 实 道 地 、规 模 之 大 、品 质 之 优 、效 益
之 高 也 被 更 多 人 所 知 晓 。 省 委 常 委 、市 委 书 记 张 吉 福 在 会
上希望专家学者围绕挖掘区域优势、保证大同黄芪品质稳定
性 ，延 长 产 业 链 条 、提 高 大 同 黄 芪 产 品 附 加 值 ，立 足 招 才 引
智 、培 育 黄 芪 职 业 经 理 人 、技 术 人 才 、服 务 人 才 等 方 面 ，深 入
探 讨 交 流 ，积 极 建 言 献 策 ，共 同 为 大 同 黄 芪 产 业 发 展 问 诊 把
脉、传经送宝，提出好思路、好对策、好建议。同时，也真诚希
望 全 国 各 地 专 业 团 队 与 我 们 深 度 合 作 ，加 快 研 发 步 伐 ，赋 能
黄 芪 产 业 ；希 望 全 国 各 大 企 业 、企 业 家 ，到 大 同 投 资 兴 业 ，共
谋黄芪产业发展。

在研讨会期间，广灵县还举办了“广灵智库”特邀专家聘书
颁发仪式，张义丰、彭近新、李明德、房书亭等 12 位专家受聘为

“广灵智库”特邀专家。县委书记李润军、县长王丽萍希望“广灵
智库”特邀专家今后在关键技术攻关、品牌塑造培育、产业链条延
伸等方面，为广灵把脉开方、献计献策，推动县域特色农业高质量
发展。

“广灵西南山区是培育野生黄芪最为理想的地区，不仅气候
适宜，光照充足，而且土质肥沃，且又呈沙壤土，方方面面都具备
黄芪生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广灵县近年来实施的保护生
态、野生抚育、提纯复壮等工程措施，符合当地实际，符合黄芪自
然生长规律，符合国家的黄芪产业政策，只要沿着这条路子走下
去，广灵的黄芪产业必然蓬勃发展。”……经过参观研讨，专家学
者充分肯定了广灵黄芪产业发展的经验做法和广阔前景，并为
其今后发展指明方向。

据悉，广灵县目前已经启动了广灵县野生黄芪生态原产地保
育与高质量发展规划：“十四五”时期，广灵县委、县政府将按照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振兴乡村的要求，紧紧抓住山西打
造药茶产业的有利契机，把黄芪作为振兴县域经济发展重要产业
来抓，充分发挥恒山道地黄芪的地域识别优势，积极推动黄芪产业
与山区生态文明建设、沟域经济、乡村振兴等相结合，促进黄芪产
业与文化旅游和健康养生的融合，探索构建“地域识别+道地黄
芪+康养旅游+生态产业”的发展新模式，不断加大政策扶持、财政
支持、科技支撑、市场开拓力度，推动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有效
转化，全面促进广灵黄芪产业高质量发展，以黄芪产业带动全县农
村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 苑捷 王亚红

这里有一片宝藏，不认识的人们把它当作坚韧的荒草，不谙世事
的在这里生长，春去秋来。来白羊峪前就听说峪中后来来了那么一群
培植的人，才让它们成了真正有价值的宝。

这就是生长在山坡上的草药——黄芪。
初识得黄芪是在药斗里，知其味甘，性微温；性味归经。我还见过

根部切片后的样子，仅此。没见过它最初的样子，更不知成长的地方。
来到这山峪，听了关于它的介绍，后来还同大家一起到后山感受

挖黄芪，才开始对它好奇，原来它低调地在山里修行呢。等着哪一方
采药人来，连根挖去，就跟着悬壶济世去了。

见其叶盛，不知其花开。花朵也可养生，我是听这里的负责人说
的。但这个时节花不再来，种子都已经离开豆荚不知了去向。只能在
茶杯里，我看到它素雅地躺在枸杞下，飘着淡淡的香味。我忽然想起

《倚天屠龙记》里的黄衫女子，从山而来，不恼不怒，从容淡定，解了一
群打不清架的江湖人的围，众人恩怨了火气去，黄衫女子又借着几线
清风飘然而去。

古时候山坡上黄芪大都野生，现在都形成了正规的派别，千倾山
地上有人工培植。若说黄衫女子是终南山下一派别，那我所遇到的恒
广北芪也是一派吧，大概里边“黄衫女子”不止一株的修行，等待武功
盖世。三分花开，美了半山，带着脱尘的气息；十分治病救人，结着菩
萨心肠。这样说，那些辛勤的人，耕耘了这里的土壤，一年又一年，好
像做着度化众生的事情。

“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白发欹簪羞彩胜,黄耆煮粥荐春盘。”
在诗词里遇到它，通了气还固了表。还别说，离我这么近，我都以为诗
情都跑到山头上来了，跟着我满山转悠，没了矜持。

这是一首朴实的歌谣，唱在了这群山中，唱给了人们听，飘到了远
方，还有更远的远方。 白艳平

恒山东麓正北芪，
堪称国宝除顽疾。
药食同源世人饮，
益气固表强身体。
中外市场争相购，
三级保护物显稀。
祖国医学名贵药，
道地黄芪功无比。

芪壮山河写春秋 生态产业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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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字、照片除署名外均由“野生黄芪”生态原产地保育
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组委会广灵宣传组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