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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政办发〔2020〕60 号

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曲靖市推进道地药材产业

发展实施方案（2020—2025年）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直有

关单位：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曲靖市推进道地药材产业发展实

施方案（2020—2025 年）》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执行。

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0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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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市推进道地药材产业发展实施方案
（2020—2025 年）

一、发展目标

聚焦优势品种、突出优势区域，连片规模发展优势道地药材，

到 2025 年，重点建设 40万亩的沾益—宣威特色原料药道地药材

产业带和 40 万亩的罗平—师宗—富源药食同源道地药材产业

带，带动全市种植中药材 165 万亩，其中连片 50 亩以上的规模

化种植 119万亩，实现中药材产值 80 亿元，年均递增 30%以上；

累计培育市级以上中药材龙头企业 42 个、“一村一品”专业村 68

个以上，认证绿色和有机产品 80 个，建设绿色、有机、GAP 备

案面积 25 万亩，把曲靖建成集优质原料生产、生物药业加工、

健康养生服务为一体的云南重要现代中药产业化基地，充分释放

绿色生态“健康红利”。

二、重点任务

（一）大力推进道地药材产业带建设

1.筛选药材优势主推品种，突出发展重点。针对中药材品种

多、单品药材规模化生产不足的问题，在 2 个中药材产业带涉及

的县（市、区），科学筛选市场竞争力强、经济效益高、生态效

益好的优势中药材品种（品类），每个县（市、区）聚焦 1 个主

导品种、1 个—2 个重点品种予以发展，加快形成单品优势。北

部特色原料药中药材产业带，突出曲靖道地药材活性成分含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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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异品质，根据中药材颗粒化加工需求，沾益区聚焦发展银杏，

加快发展红豆杉、工业大麻、滇黄精和云当归产业；宣威市聚焦

发展白芨，加快发展滇重楼、灯盏花产业。南部药食同源中药材

产业带，突出“以食养生，以食健体”，充分挖掘药食同源、药食

两用、药食兼用型药用植物的食养功能，推进药用植物蔬菜化，

罗平、师宗、富源 3 县聚焦发展小黄姜，加快发展薏仁产业。

2.打造“一村一品”专业村，推动集群发展。认真落实曲靖市

“一村一品”专业村（镇）认定运行管理办法，大力培育一批单品

优势突出、产业规模化组织化程度较高、联农带农效果好、市场

竞争力强的“一村一品”道地药材专业村，加快构建具有曲靖特色

的“一乡一特、一村一品”道地药材集群发展格局。变分散发展为

板块开发，巩固提升罗平小黄姜“一县一业”省级特色县和沾益、

罗平、师宗、宣威“云药之乡”重点县创建成果，示范带动全市加

快道地药材生态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转化，到 2025

年，培育道地药材“一村一品”专业村 36个，逐步形成规模集群。

3.建设高标准产业基地，强化示范引领。坚持百亩核心示范、

千亩连片发展，加快建设一批标准高、规模大、质量优的道地药

材规范化（GAP）种植基地，示范带动全市中药材产业提质增效。

紧紧围绕省级打造“绿色食品牌”产业基地和发展“定制药园”、中

药材良种繁育基地，研究制定道地药材生产技术标准，从基地选

址、种苗选择、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方面进行严格规范，大

力推进高标准道地药材基地建设，支持医药企业到适宜区域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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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药园”作为原料药材供应基地，力争沾益、宣威、罗平、师

宗、富源 5 个县（市、区）各打造连片面积 200 亩以上有经营主

体、有适度规模、有生产规范、有目标市场、有品质保障、有品

牌引领、有科技支撑、有专业服务的“八有”高标准基地 10 个以

上，走出一条差异化、特色化、集约化道地药材发展新路子。

（二）全力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

1.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围绕推进中药材产业加工、流通“短

板”，遵循道地药材种植、加工、交易全产业链发展，瞄准生物

医药世界 500 强、国内百强企业，编制招商项目库，每年策划包

装中药材产业加工、流通等项目 10 个以上，“一企一策”精准招

商，力争引进一批大企业大集团落户曲靖。支持中医药企业到曲

靖设立区域总部及研发中心、技术中心、采购中心、结算中心等

功能型机构。

2.强化培育经营主体。全面落实各级政府对企业扶持政策，

加大对龙津药业、万兴隆、康恩贝、普瑞、益康、博浩、农硕、

煜欣农林、曲靖药业等药材企业的支持服务。支持中药企业发展

饮片加工、颗粒加工，建设现代化产业基地项目，提升技术工艺

和管理水平。支持中药材种植、加工、流通企业融合发展、抱团

发展，培育“企业+专业合作社+药农”等产业经营体系，引导药企

与合作社、药农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实现产销对接、以销

带产，做大产业规模、提升综合效益。到 2025 年，宣威、沾益、

师宗、罗平每个县（市、区）新增中药材市级龙头企业不低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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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富源县新增中药材市级龙头企业不低于 2 个，带动全市新增

中药材市级龙头企业 42 个以上。

（三）搭建技术创新及产业发展平台

1.组建产学研联盟。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资源整合、

开放共享”思路，依托现有的傅廷栋院士工作站和刘大会、王晓、

饶高雄等省市级专家工作站，联合云南省农科院等科研单位，形

成产学研联盟，为中药材产业品质筛选及产业发展提供强力技术

指导。攻关道地药材种植过程中的病虫草害防控、测土配方施肥

集成技术，为道地药材绿色生态化、标准化种植提供技术支撑。

合力攻关小黄姜、薏仁、银杏、云当归等道地药材有效成分提取、

分离、制剂等新技术、新工艺，开展道地药材核心功效、物质基

础、生物活性研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保健品、功能食品、

养生系列产品，提高道地药材综合利用率，培育新的优势产业链。

2.建设种子、种苗专业化繁育基地。以灯盏花、银杏为主的

特色原料药和小黄姜、薏仁、当归为主的药食同源中药材主推品

种为重点，深入研究药用植物生长发育特性、道地性成因，以及

环境和投入品使用对不同品种道地药材产量和品质的影响，加大

优良品种引进、选育力度，建设种子、种苗专业化繁育基地。到

2025 年，力争沾益、宣威、罗平、师宗、富源 5 个县（市、区）

分别打造高标准道地药材良种繁育基地 1 个以上，确保重点道地

药材种源纯正、品质优良，种苗供需平衡、药材质量稳定可控。

3.建设道地药材仿野生规范化种植科研试验基地。选择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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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优良且相对集中连片的宜林地，建设道地药材仿野生规范化

种植科研试验基地，发展滇黄精、丹参等林下生态种植、仿生栽

培，探索形成林药间作、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的发展模式。

4.建设道地药材产业园区。积极申报打造省级中药材种植科

技示范园，结合曲靖中药材发展产业规模、布局和市场前景，以

板桥小黄姜专业市场为依托，加快建设罗平小黄姜现代中药材科

技示范园；规划建设师宗黑壳小粒薏仁、沾益云当归和滇黄精、

宣威灯盏花和白芨集种植、加工、物流于一体的现代中药材科技

示范园，配套建设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中药饮片加工基地，

完善交易市场、仓储物流设施，着力补齐曲靖道地药材加工、流

通“短板”。顺应农旅融合发展，充分利用道地药材观赏、食用价

值，将道地药材主导产业发展与生态旅游相结合，鼓励、支持有

条件的龙头企业开展中药材采摘、中医药养生科普等体验活动，

打造集农业生产、观光体验、休闲康养、中医科普于一体的道地

药材观光园，延长道地药材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四）打造现代道地药材产业市场流通体系

1.大力建设道地药材交易中心。在南部药食同源中药材产业

带，巩固提升罗平板桥小黄姜专业市场；在北部特色原料药中药

材产业带，推进沾益和宣威中药材交易市场建设，努力实现价格

形成、产业信息、科技交流、物流集散等功能，集中力量打造在

国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道地药材交易中心。

2.稳步建设药材现代物流体系。围绕 2 个中药材产业带及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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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交易中心，强化现代药材物流体系配套建设，建设现代中药材

仓储物流中心，形成从种植、养殖到加工、包装、仓储和运输一

体化的现代物流体系。结合当前全市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引导中

药企业与各类大中型电商平台合作，拓展药材电商销售渠道。

（五）健全追溯体系和打造知名品牌

1.健全药材质量追溯体系。强化药材质量控制，大力推进药

材生产质量标准体系建设，依托龙津药业、万兴隆、康恩贝、普

瑞生物、益康等领军企业，加快制定主推道地药材品种生产技术

规程，强化产区环境保护，推行绿色生态种植，严格农药、化肥、

植物生长调节剂等使用管理，分区域、分品种完善中药材农药残

留、重金属限量标准，确保曲靖道地药材质量可控、安全、稳定

和高效；加强中药材交易市场监管，严禁销售假劣中药材，强化

监督处罚，建立长效追责制度。强化中成药质量控制，大力推进

中成药产品质量标准、质量控制方法、中药饮片炮制及中药颗粒

化研究，制定中药饮片及中药颗粒生产规范。大力推进中药材追

溯体系建设，推动道地药材企业建设追溯体系，健全中药材第三

方质量检测体系，到 2022 年基本建立道地药材生产技术标准体

系、等级评价制度。

2.强化地理标志管理和品牌创建。巩固提升“罗平小黄姜”等

地理标志产品和“龙津灯盏细辛”云南“十大名品”、云姜“高原尚

品”等曲靖道地药材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坚持政府主导，优化品

牌争创、注册、推荐等服务，组织企业参加国内外各种中药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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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药品展销会、中医药研讨会等活动，引导企业创建企业品牌、

产品品牌，稳步提升消费者对曲靖道地药材的信任度，把“珠源

益品”“罗平小黄姜”“师宗薏仁”等区域公用品牌打造成靓丽的曲

靖道地药材原产地名片。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政策支持

积极整合农业农村、卫生健康、工业和信息化、林业和草原

等部门支持政策，合力推动道地药材主导产业快速发展。

1.落实好云南省培育绿色食品产业龙头企业鼓励投资政策。

省级八大重点产业龙头企业新增种植、养殖、加工、冷链等资产

性投资1亿元人民币及以上的，按10%给予一次性奖补。（牵头单

位：市农业农村局，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2.落实好云南省“绿色食品牌”省级产业基地建设支持政策。

全省按照“八有三档”标准要求，评选及重点打造200个产业基地。

（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3.落实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持

政策。对招商引资落户企业（生物医药世界500强）、创新研究、

平台建设、成品药研发上市等给予表彰鼓励。（牵头单位：市工

业与信息化局，责任单位：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4.落实省人民政府大力推进中药饮片产业发展政策。对规范

化种植基地、“定制药园”建设、中药饮片加工、质量控制、全产

业链建设、新药品研发及生产、主营业务收入、市场拓展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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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给予表彰鼓励。（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责任单位：

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5.落实省级卫健部门计划建设100个“定制药园”项目申报工

作。（牵头单位：市卫生健康委，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各

县市区人民政府）

6.落实中央、省退耕还林及林下资源开发政策。结合新一轮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按照退耕还林还草要求，大力发展林下经济，

倡导多元化经营模式。（牵头单位：市林业和草原局，责任单位：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二）建立推进协调机制。建立市直有关部门参与的沟通协

调机制，研究协调全市道地药材产业发展的重大事项，解决发展

中的重大问题，推动道地药材主导产业健康发展。市农业农村局

主要负责道地药材产业的规划布局，推动道地药材标准化生产，

打造道地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市卫生健康委主要负责提供道地

药材产业发展技术、标准、质量指导服务，进一步规范道地药材

产业发展，推动中药产业提档升级；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主要负责

推动中药饮片及颗粒生产加工，提供有关技术指导、优惠政策，

大力补齐中药加工短板，促进中药产业转型升级；市林业和草原

局充分挖掘林下资源，推进林下中药产业开发，促进中药产业快

速发展。

（三）建立专家服务机制。按照“一个产业，一个专家服务

组”要求，成立曲靖市道地药材产业发展专家指导组，聘请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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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院士）领衔，有关科研院校专家及市、县两级技术人员参

与的道地药材产业发展专家指导组，从基地选址、良种选育到大

田栽培、田间管理、技术集成、模式创新、采收、产地初加工、

仓储物流、品牌营销等全过程提供全方位技术指导服务，为产业

发展提供技术保障。

（四）健全督导考核机制。加强督促检查，对道地药材产业

发展实行台账管理，市中药材产业组组织人员适时开展督促检

查，定期调度研判，推进工作落实。严格考核，实行百分制量化

考核，其中：连片规模化种植面积占 50 分，考核规模化、标准

化种植基地建设情况；龙头企业培育占 20 分，考核新增市级以

上龙头企业情况；绿色、有机及 GAP 认定占 20分，以认定证书

为依据；专业村打造占 10分，以《曲靖市“一村一品”专业村（镇）

认定运行管理办法》为依据考核计分。

附件：1.曲靖市道地药材主导产业发展任务分解表

2.曲靖市道地药材产业发展重点任务分解表

（2020—2025 年）

3.曲靖市道地药材产业带发展新建项目实施进度表

（2020—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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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市道地药材主导产业发展任务分解表

产业带 特色原料药产业带 药食同源中药材产业带
合计 备注

县（市、区） 沾益 宣威 小计 罗平 师宗 富源 小计

2020年

发展面积（万亩） 14 10 24 24.5 10.55 5 40.05 64.05

规模发展面积（万

亩）
10.4 6 16.4 10.8 7 3.3 21.1 37.5

连 片 50
亩以上

主推品种面积（万

亩）

银杏5万亩、红

豆杉4.5万亩、

工业大麻 0.5
万亩、滇黄精

0.2万亩、当归

0.2万亩

白芨0.7万亩、滇重楼0.5万
亩、灯盏花0.5万亩

小黄姜
薏仁6万亩、小黄姜1万
亩

小黄姜 1.9
万亩、薏仁

1.4万亩

连 片 50
亩以上

片区及涉及乡（镇、

街道）

炎 方 10.1 万

亩、白水0.2万
亩、菱角0.1万
亩

1.南片区4.4万亩（板桥0.5万
亩、落水1.5万亩、热水1.5
万亩、田坝0.4万亩、海岱0.5
万亩）。

2.北片区1.6万亩（宝山0.2万
亩、西宁0.4万亩、西泽0.3
万亩、文兴0.3万亩、得禄0.4
万亩）。

1.九龙河南部片区8.6万亩（罗雄1.1万亩、

腊山0.6万亩、大水井0.52万亩、鲁布革

0.44万亩、旧屋基0.65万亩、钟山0.74万
亩、板桥1.42万亩、长底1.1万亩、九龙2.08
万亩）。

2.九龙河北部片区2.2万亩（马街0.1万亩、

老厂1.16万亩、富乐0.58万亩、阿岗0.4万
亩）。

1.龙庆乡1万亩小黄姜

（阿那黑、黑尔、泥槽、

庄科、扯寨各0.2万亩）。

2.五龙乡6万亩薏仁（曲

祖、脚家箐、大厂、法

岗、德勒、保太、新庄

科、鲁克各0.8万亩）。

富村 0.7万
亩、十八连

山1万亩、

老厂 0.6万
亩、黄泥河

1万亩。

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个）
3 4 7 3 1 1 5 12

建设高标准种植基

地（个）
5 4 9 2 3 2 7 16

连片200
亩以上

绿色、有机认证或

GAP备案登记（万

亩）

2.5 0.2 2.7 1 0 1.5 2.5 5.2

“一村一品”专业村 3 1 4 4 0 1 5 9
产值（亿元） 5 5.1 10.1 6 3 1.4 10.4 20.5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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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带 特色原料药产业带 药食同源中药材产业带
合计 备注

县（市、区） 沾益 宣威 小计 罗平 师宗 富源 小计

2021年

发展面积（万亩） 18 14 32 27.8 11.6 7 46.4 78.4

规模发展面积（万

亩）
12.6 8 20.6 12.7 8 3.8 24.5 45.1

连 片 50
亩以上

主推品种面积（万

亩）

银杏5.5万亩、

红豆杉 5.5万
亩、工业大麻1
万亩、滇黄精

0.3万亩、当归

0.3万亩

白芨0.8万亩、滇重楼0.6万
亩、灯盏花0.7万亩

小黄姜
薏仁6万亩、小黄姜2万
亩

小黄姜 2.1
万亩、薏仁

1.7万亩

连 片 50
亩以上

片区及涉及乡（镇、

街道）

炎 方 11.6 万

亩、白水0.2万
亩、菱角0.1万
亩、播乐0.7万
亩

1.南片区6.4万亩（板桥1万
亩、落水2万亩、热水2万亩、

田坝0.4万亩、海岱1万亩）。

2.北片区1.6万亩（宝山0.2万
亩、西宁0.4万亩、西泽0.3
万亩、文兴0.3万亩、得禄0.4
万亩）。

1.九龙河南部片区10万亩（罗雄1.25万亩、

腊山0.69万亩、大水井0.61万亩、鲁布革

0.51万亩、旧屋基0.76万亩、钟山0.86万
亩、板桥1.66万亩、长底1.2万亩、九龙2.5
万亩）。2.九龙河北部片区2.7万亩（马街

0.1万亩、老厂1.4万亩、富乐0.69万亩、

阿岗0.47万亩）

1.龙庆乡2万亩小黄姜

（阿那黑、黑尔、泥槽、

庄科、扯寨各0.4万亩）。

2.五龙乡6万亩薏仁（曲

祖、脚家箐、大厂、法

岗、德勒、保太、新庄

科、鲁克各0.8万亩）

富村0.95万
亩、十八连

山1.1万亩、

老厂0.65万
亩、黄泥河

1.1万亩。

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个）
3 4 7 3 2 1 6 13

建设高标准种植基

地（个）
8 8 16 4 6 3 13 29

连片200
亩以上

绿色、有机认证或

GAP备案登记（万

亩）

3.5 0.3 3.8 2 0.5 1.8 4.3 8.1

“一村一品”专业村 6 2 8 6 1 4 11 19

产值（亿元） 8 6.8 14.8 10 5 2 17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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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带 特色原料药产业带 药食同源中药材产业带
合计 备注

县（市、区） 沾益 宣威 小计 罗平 师宗 富源 小计

2022年

发展面积（万亩） 23 17 40 30.9 12.65 9 52.55 92.55

规模发展面积（万

亩）
14.7 10 24.7 14.5 9 4 27.5 52.2

连 片 50
亩以上

主推品种面积（万

亩）

银杏6万亩、红

豆杉6万亩、工

业大麻2万亩、

滇黄精 0.4万
亩、当归0.3万
亩

白芨1.2万亩、滇重楼0.7万
亩、灯盏花1万亩

小黄姜
薏仁6万亩、小黄姜3万
亩

小黄姜 2.2
万亩、薏仁

1.8万亩

连 片 50
亩以上

片区及涉及乡（镇、

街道）

炎 方 13.1 万

亩、白水0.2万
亩、菱角0.2万
亩、播乐1.2万
亩

1.南片区7.5万亩（板桥1万
亩、落水2.4万亩、热水2.4
万亩、田坝0.6万亩、东山0.1
万亩、海岱1万亩）。

2.北片区2.5万亩（宝山0.2
万亩、西宁0.5万亩、西泽0.3
万亩、龙潭0.1万亩、格宜0.1
万亩、文兴0.6万亩、杨柳0.1
万亩、得禄0.6万亩）。

1.九龙河南部片区11.5万亩（罗雄1.39万
亩、腊山0.79万亩、大水井0.7万亩、鲁布

革0.58万亩、旧屋基0.87万亩、钟山0.99
万亩、板桥1.9万亩、长底1.4万亩、九龙

2.9万亩）。

2.九龙河北部片区3万亩（马街0.12万亩、

老厂1.56万亩、富乐0.79万亩、阿岗0.53
万亩）

1.龙庆乡3万亩小黄姜

（阿那黑、黑尔、泥槽、

庄科、扯寨各0.6万亩）。

2.五龙乡6万亩薏仁（曲

祖、脚家箐、大厂、法

岗、德勒、保太、新庄

科、鲁克各0.8万亩）

富 村 1 万

亩、十八连

山 1.15 万

亩、老厂0.7
万亩、黄泥

河 1.15 万

亩。

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个）
3 5 8 4 3 2 9 17

建设高标准种植基

地（个）
10 12 22 8 9 5 22 44

连片200
亩以上

绿色、有机认证或

GAP备案登记（万

亩）

4 0.3 4.3 4 1 2 7 11.3

“一村一品”专业村 9 5 14 8 2 5 15 29

产值（亿元） 10 8.4 18.4 13 6 2.5 21.5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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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带 特色原料药产业带 药食同源中药材产业带
合计 备注

县（市、区） 沾益 宣威 小计 罗平 师宗 富源 小计

2023年

发展面积（万亩） 27 20 47 33.6 14.1 12 59.7 106.7
规模发展面积（万

亩）
17.1 12 29.1 16.4 10 4.3 30.7 59.8

连 片 50
亩以上

主推品种面积（万

亩）

银杏7万亩、红

豆杉6.5万亩、

工业大麻 2.5
万亩、滇黄精

0.5万亩、当归

0.4万亩

白芨1.5万亩、滇重楼0.9万
亩、灯盏花1.5万亩

小黄姜
薏仁7万亩、小黄姜4万
亩

小黄姜 2.3
万亩、薏仁

2万亩

连 片 50
亩以上

片区及涉及乡（镇、

街道）

炎 方 14.6 万

亩、白水0.4万
亩、菱角0.3万
亩、播乐1.8万
亩

1.南片区8.5万亩（板桥1万
亩、落水2.8万亩、热水2.8
万亩、田坝0.6万亩、东山0.3
万亩、海岱1万亩）。

2.北片区3.5万亩（宝山0.2
万亩、西宁0.5万亩、西泽0.5
万亩、龙潭0.3万亩、格宜0.3
万亩、文兴0.6万亩、杨柳0.5
万亩、得禄0.6万亩）。

1.九龙河南部片区13万亩（罗雄1.51万亩、

腊山0.89万亩、大水井0.79万亩、鲁布革

0.66万亩、旧屋基0.98万亩、钟山1.11万
亩、板桥2.14万亩、长底1.6万亩、九龙3.3
万亩）。2.九龙河北部片区3.4万亩（马街

0.14万亩、老厂1.8万亩、富乐0.86万亩、

阿岗0.6万亩）

1.龙庆乡4万亩小黄姜

（阿那黑、黑尔、泥槽、

庄科、扯寨各0.8万亩）。

2.五龙乡6万亩薏仁（曲

祖、脚家箐、大厂、法

岗、德勒、保太、新庄

科、鲁克各0.8万亩）

富村 1.1万
亩、十八连

山1.2万亩、

老厂 0.8万
亩、黄泥河

1.2万亩。

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个）
5 5 10 4 4 2 10 20

建设高标准种植基

地（个）
12 16 28 12 12 7 31 59

连片200
亩以上

绿色、有机认证或

GAP备案登记（万

亩）

4.2 1 5.2 6 1.5 2.5 10 15.2

“一村一品”专业村 12 10 22 10 2 6 18 40

产值（亿元） 13 9.8 22.8 16 7 3 26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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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带 特色原料药产业带 药食同源中药材产业带
合计 备注

县（市、区） 沾益 宣威 小计 罗平 师宗 富源 小计

2024年

发展面积（万亩） 31 24 55 36.8 15.95 16 68.75 123.75

规模发展面积（万

亩）
19.3 15 34.3 18.2 12 4.6 34.8 69.1

连 片 50
亩以上

主推品种面积（万

亩）

银杏8万亩、红

豆杉7万亩、工

业大麻3万亩、

滇黄精 0.5万
亩、当归0.5万
亩

白芨2万亩、滇重楼1万亩、

灯盏花2万亩
小黄姜

薏仁9万亩、小黄姜4万
亩

小黄姜 2.4
万亩、薏仁

2.2万亩

连 片 50
亩以上

片区及涉及乡（镇、

街道）

炎 方 16.3 万

亩、白水0.4万
亩、菱角0.3万
亩、播乐2.3万
亩

1.南片区10万亩（板桥1万
亩、落水3.5万亩、热水3.5
万亩、田坝0.6万亩、东山0.4
万亩、海岱1万亩）。

2.北片区5万亩（宝山0.5万
亩、西宁0.7万亩、西泽0.7
万亩、龙潭0.5万亩、格宜0.5
万亩、文兴0.6万亩、杨柳0.7
万亩、得禄0.8万亩）。

1.九龙河南部片区14.4万亩（罗雄1.65万
亩、腊山0.99万亩、大水井0.87万亩、鲁

布革0.73万亩、旧屋基1.09万亩、钟山1.24
万亩、板桥2.4万亩、长底1.8万亩、九龙

3.7万亩）。

2.九龙河北部片区3.8万亩（马街0.15万
亩、老厂1.96万亩、富乐0.99万亩、阿岗

0.7万亩）

1.龙庆乡4万亩小黄姜

（阿那黑、黑尔、泥槽、

庄科、扯寨各0.8万亩）。

2.五龙乡6万亩薏仁（曲

祖、脚家箐、大厂、法

岗、德勒、保太、新庄

科、鲁克各0.8万亩）

富村 1.1万
亩、十八连

山1.3万亩、

老厂 0.9万
亩、黄泥河

1.3万亩

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个）
5 6 11 6 5 3 14 25

建设高标准种植基

地（个）
14 20 34 16 15 9 40 74

连片200
亩以上

绿色、有机认证或

GAP备案登记（万

亩）

4.4 1.2 5.6 8 2 2.8 12.8 18.4

“一村一品”专业村 16 13 29 12 3 7 22 51

产值（亿元） 15 11.8 26.8 18 8 3.2 29.2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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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带 特色原料药产业带 药食同源中药材产业带
合计 备注

县（市、区） 沾益 宣威 小计 罗平 师宗 富源 小计

2025年

发展面积（万亩） 35 30 65 40 20 18 78 143
规模发展面积（万

亩）
20 20 40 20 15 5 40 80

连 片 50
亩以上

主推品种面积（万

亩）

银杏8万亩、红

豆杉8万亩、工

业 大 麻 35万
亩、滇黄精0.5
万亩、当归0.5
万亩

白芨3万亩、滇重楼1万亩、

灯盏花2万亩
小黄姜

薏仁11万亩、小黄姜4
万亩

小黄姜 2.5
万亩、薏仁

2.5万亩

连 片 50
亩以上

片区及涉及乡（镇、

街道）

炎 方 16.65万
亩、白水0.45
万亩、菱角0.6
万亩、播乐2.3
万亩。

1.南片区13.5万亩（板桥1万
亩、落水5万亩、热水5万亩、

田坝1万亩、东山0.5万亩、

海 岱 1 万 亩 ） 。

2.北片区6.5万亩（宝山0.5万
亩、西宁1万亩、西泽1万亩、

龙潭0.5万亩、格宜0.5万亩、

文兴1万亩、杨柳1万亩、得

禄1万亩）。

1.九龙河南部片区15.9万亩（罗雄1.86万
亩、腊山1.1万亩、大水井0.96万亩、鲁布

革0.81万亩、旧屋基1.2万亩、钟山1.37万
亩、板桥2.6万亩、长底1.9万亩、九龙4.1
万亩）。

2.九龙河北部片区4.1万亩（马街0.17万
亩、老厂2.1万亩、富乐1.09万亩、阿岗0.74
万亩）

1.龙庆乡4万亩小黄姜

（阿那黑、黑尔、泥槽、

庄科、扯寨各0.8万亩）。

2.五龙乡6万亩薏仁（曲

祖、脚家箐、大厂、法

岗、德勒、保太、新庄

科、鲁克各0.8万亩）

富村 1.2万
亩、十八连

山1.4万亩、

老 厂 1 万

亩、黄泥河

1.4万亩

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个）
7 7 14 8 7 3 18 32

建设高标准种植基

地（个）
15 25 40 20 20 12 52 92

连片200
亩以上

绿色、有机认证或

GAP备案登记（万

亩）

4.5 1.5 6 10 3 3 16 22

“一村一品”专业村 20 15 35 14 5 8 27 62
产值（亿元） 18 15 33 20 10 3.5 33.5 66.5

备注：本表有关内容只涉及中药材 2 个产业带覆盖的县（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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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市道地药材产业发展重点任务分解表（2020—2025年）
县（市、区）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沾益

1.建设优质种苗繁

育基地 1000 亩，其

中银杏 500 亩、滇黄

精 200 亩、工业大麻

300 亩；2.完成 10.4
万亩示范基地建设；

3.完成中药材技术

培训 1000 人，推广

标准化技术 21 万

亩；4.银杏标准化种

植基地建设 6.5 万

亩；种植工业大麻

2.5 万亩；5.建设 5
个专业村。

1.建设优质种苗繁育

基地 2250 亩，其中银

杏 1000亩、滇黄精 600
亩、工业大麻 650 亩；

2.完成 12.6 万亩示范

基地建设，配套有关沟

渠、道路、蓄水池；3.
完成中药材技术培训

1000 人，推广标准化

技术 25 万亩；4.银杏

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

7 万亩；种植工业大麻

4 万亩。

1.建设优质种苗繁育基

地 4000 亩，其中银杏

2000亩、滇黄精1000亩、

工业大麻 1000 亩；2.完
成 14.7 万亩示范基地建

设，配套有关沟渠、道

路、蓄水池；3.完成中药

材技术培训 1000 人，推

广标准化技术 30 万亩；

4.银杏标准化种植基地

建设 7.5 万亩；种植工业

大麻 6 万亩。

1.完成 17.1 万亩示范

基地建设，配套有关沟

渠、道路、蓄水池；2.
完成中药材技术培训

1000 人，推广标准化

技术 33 万亩；3.银杏

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 8
万亩；种植工业大麻 8
万亩；4.建设中药材交

易市场。

1.完成 19.3 万亩示范

基地建设，配套有关

沟渠、道路、蓄水池；

2.完成中药材技术培

训 1000 人，推广标准

化技术 36 万亩；3.银
杏标准化种植基地建

设 8 万亩；种植工业

大麻 10 万亩。

1.完成 20 万亩示范基

地建设，配套有关沟

渠、道路、蓄水池；2.
完成中药材技术培训

1000 人，推广标准化

技术 40 万亩；3.银杏

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 8
万亩；种植工业大麻

12 万亩。

宣威

1.培育市级以上新

型经营主体 4 个；2.
培育中药材种植专

业村 1 个；3.累计完

成产品认证数 6 个；

4.完成产品认证面

积 0.1 万亩。

1.培育市级以上新型

经营主体 4 个；2.培育

中药材种植专业村 2
个；3.累计完成产品认

证数 8 个；4.完成产品

认证面积 0.2 万亩。

1.培育市级以上新型经

营主体 5 个；2.培育中药

材种植专业村 5 个；3.
累计完成产品认证数 10
个；4.完成产品认证面积

0.3 万亩。

1。培育市级以上新型

经营主体 5 个；2.培育

中药材种植专业村 10
个；3.累计完成产品认

证数 12 个；4.完成产

品认证面积 1 万亩。

1。培育市级以上新型

经营主体 6 个；2.培育

中药材种植专业村 13
个；3.累计完成产品认

证数 13 个；4.完成产

品认证面积 1.2 万亩。

1.培育市级以上新型

经营主体 7 个；2.培育

中药材种植专业村 15
个；3.累计完成产品认

证数 15 个；4.完成产

品认证面积 1.5 万亩。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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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富源

1.富薏 2 号提纯复
壮，推广“富薏2号”3
万亩；2.生姜种植提
质增效及综合开发；
3.实施滇重楼、云木
香种植试验示范。

1.富薏 2 号提纯复壮，
推广“富薏 2 号”3.5 万
亩及综合开发；2.生姜
种植提质增效及综合
开发；3.实施滇重楼、
云木香、旱半夏种植试
验示范。

1.富薏 2 号提纯复壮，推
广“富薏 2 号”3.5 万亩及
综合开发，交易市场建
设；2.生姜种植提质增效
及综合开发，交易市场
建设；3.实施滇重楼、云
木香、旱半夏种植试验
示范。

1.富薏 2 号提纯复壮，
推广“富薏 2 号”3.5 万
亩及综合开发，交易市
场建设；2.生姜种植提
质增效及综合开发，交
易市场建设；3.推广滇
重楼、云木香、旱半夏。

1.富薏 2 号提纯复壮，
推广“富薏 2号”3.5万
亩及综合开发，交易
市场建设；2.生姜种植
提质增效及综合开
发，交易市场建设；
3.推广滇重楼、云木
香、旱半夏。

1.富薏 2 号提纯复壮，
推广“富薏 2 号”3.5 万
亩及综合开发，交易市
场建设；2.生姜种植提
质增效及综合开发，交
易市场建设；3.推广滇
重楼、云木香、旱半夏。

罗平

建设 4000 亩薏仁基
地及沟渠、喷灌等基
础配套设施。引进罗
平县年产 6000 吨小
黄姜精深加工项目。

建设薏仁为主的标准
化道地药材良种繁育
基地及配套水、电、路、
排灌系统等基础设施。
继续实施罗平县年产
6000 吨小黄姜精深加
工项目建设。

建设薏仁种植为主的
3000 亩高标准种植示
范基地，进行土地平整，
田间道路、沟渠、节水
灌溉等基础设施和喷滴
灌等设施配套齐全的大
中棚温室。罗平生姜产
业化升级改造提升建
设。

建设 5000 亩薏仁优良
品种选育、繁育、种植
示范基地及配套设施；
推广高标准种植薏仁
4 万亩。罗平生姜产业
化升级改造提升建设。

新建年产 2000 吨的
药用薏仁深加工线；
以薏仁米为原料，新
建年产 3 万吨道地
中药饮片加工线。罗
平生姜产业化升级改
造提升建设。

建设县、乡、村三级冷
链物流体系。建设冷
藏、速冻设备，自动化
分拣、清洗和加工包装
设备等冷链物流装备。
罗平生姜产业化升级
改造提升建设。

师宗

1.建设高标准基地 7
万亩（薏仁 6 万亩、
生姜 1 万亩）；2.培
育市级以上龙头企
业 1 个；3.完成绿色
产品认证 6 个。

1.建设高标准基地 8万
亩（薏仁 6 万亩、生姜
2 万亩）；2.培育市级以
上龙头企业 2 个（新增
1 个）；3.建成中药材
（薏仁）专业村 1 个；
4.完成绿色产品认证 8
个（新增 2 个）；5.完
成绿色食品认证面积
0.5 万亩。

1.建设高标准基地 9 万
亩（薏仁 6 万亩、生姜 3
万亩）；2.培育市级以上
龙头企业 3 个（新增 1
个）；3.建成中药材专业
村 2 个（新增 1 个生姜
专业村）；4.完成绿色产
品认证 10 个（新增 2
个）；5.完成绿色食品认
证面积 1 万亩。

1.建设高标准基地 11
万亩（薏仁 7 万亩、生
姜 4 万亩）；2.培育市
级以上龙头企业 4 个
（新增 1 个）；3.完成
绿色产品认证11个（新
增 1 个）；4.完成绿色
食品认证面积 1.5 万
亩。

1.建设高标准基地 13
万亩（薏仁 9 万亩、
生姜 4 万亩）；2.培育
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5
个（新增 1 个）；3.建
成中药材专业村 3 个
（新增 1 个薏仁专业
村）；4.完成绿色产品
认证 12 个（新增 1
个）；5.完成绿色食品
认证面积 2 万亩。

1.建设高标准基地 15
万亩（薏仁 11 万亩、
生姜 4 万亩）；2.培育
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7
个（新增 2 个）；3.建
成中药材专业村 5 个
（新增 1 个薏仁专业
村 和 1 个 生 姜 专 业
村）；4.完成绿色产品
认证 13个（新增 1个）；
5.完成绿色食品认证
面积 3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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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市道地药材产业带发展新建项目实施进度表（2020—2025年）
序

号

县

市

区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

地点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起

止年限

总投资

（万元）

投资计划（万元）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1

沾

益

区

银杏种苗繁育基地 炎方来远 建设 500 亩银杏优质种苗繁育基地 2020—2025 年 1500 500 500 500

2 滇黄精种苗繁育基
地

盘江镇 建设 100 亩滇黄精优质种苗繁育基地 2020—2025 年 30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3 沾益区“一县一业”
中药材创建项目

各乡（镇、街
道）

沾益区“一县一业”中药材示范县三年创建，严
格按照“规模化、专业化、绿色化、组织化、市
场化”目标开展创建工作

2022—2025 年 9000 3000 3000 3000

4 工业大麻标准化种
植示范区

各乡（镇、街
道）

依托云南希美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云南绿新
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曲靖市福兰德农业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发展工业大麻（云麻七号）标准
化种植示范区面积达 1 万亩

2020—2025 年 30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合计 项目 4 个 16500 1500 1000 1000 4000 4500 4500

5
宣

威

市

中药材规范化生产
基地及精深加工建
设项目

热水镇

1.建设中药材良种繁育基地 400 亩，种植基地
10000 亩；
2.扩建中药材产地初加工示范生产线 1 条，年处
理鲜药材 2 万吨以上；
3.新建一条中药饮片生产线。

2020—2025 年 13000 1000 5000 4000 1000 1000 1000

6 中药材良种繁育及
规范化种植基地

田坝镇、海岱
镇

建设中药材良种繁育基地 400 亩，标准化种植
示范基地 5000 亩 2020—2023 年 3000 300 500 1000 1200

7 中药饮片厂 落水镇 生产线、厂房、仓储、办公及生活用房建设 2020—2022 年 4000 1000 2000 1000

8 示范化白芨种植基
地

落水镇 2000 亩白芨水肥一体化基地建设 2020—2025 年 5000 750 500 1050 1250 1250 200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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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白芨种植基地及原
产地加工生产线建
设

落水镇
建设标准化种植基地 1000 亩、冷库、仓储、厂
房、加工生产线 2020—2024 年 1800 300 300 400 500 300 .....

10 中药材种植、仓储、
加工基地建设

宝山镇
建设示范化种植基 3000亩、仓储、厂房、加工
生产线 2020—2025 年 3400 350 350 450 600 750 900

11 中药材品种引进、试
种及展示园

宣威市 中药材品种引进、试种、抚育及推广 2021—2025 年 2000 200 500 700 300 300

12 中药材交易市场 宣威市
建设含商铺、仓储、电商平台，占地面积 100
亩的中药材交易市场 2022—2025 年 15000 3000 5000 5000 2000

合计 项目 8 个 47200 3700 8850 11400 10250 8600 4400

13

富

源

县

薏仁提纯复壮及万
亩薏仁基地建设

十八连山镇、
黄泥河镇、古
敢乡

国审品种“富薏 2 号”提纯复壮、万亩基地建设 2020—2025 年 1300 50 150 200 300 300 300

14 万亩小黄姜基地建
设综合开发

十八连山镇 万亩小黄姜基地、小黄姜加工厂 2020—2025 年 1600 100 100 300 300 300 500

15 千亩滇重楼基地建
设

胜境街道、中
安街道

建设 6 个 200 亩滇重楼种植基地 2020—2025 年 900 200 200 200 100 100 100

16 千亩云木香种植及
综合开发

富村镇 建设 1000 亩云木香种植基地和初加工厂房 2020—2025 年 600 50 50 100 100 150 150

17 千亩旱半夏基地建
设

富村镇、十八
连山镇、黄泥
河镇、后所镇

建设 12 个 100 亩旱半夏种植基地和 12 个初加
工厂房 2020—2025 年 700 20 50 100 200 200 130

18 万亩小黄姜综合开
发利用

十八连山镇 小黄姜系列产品开发 2020—2025 年 1200 100 150 150 300 300 200

19 万亩薏仁综合开发
利用

十八连山镇 薏仁初加工及系列产品开发 2020—2025 年 1100 0 100 600 300 100

20 万亩小黄姜基地建
设综合开发

黄泥河镇、古
敢乡

小黄姜精深加工 2020—2025 年 1300 0 100 600 500 100

21 万亩薏仁基地建设
及综合开发

黄泥河镇、古
敢乡

建设 2 万亩薏仁基地 2020—2025 年 1200 0 50 500 30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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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药材交易市场 十八连山镇 建设薏仁、小黄姜交易市场 2020—2025 年 3000 0 50 1400 800 750

合计 项目 10 个 12900 520 1000 4150 3200 2650 1380

23

罗

平

县

罗平生姜产业化升
级改造提升建设项
目

罗平县

新建 20万亩高产稳产生姜原料基地，1 个年清
洗鲜姜 20 万吨洗姜厂，10 个年产干姜 2000 吨
加工厂，10个年贮鲜姜 2000吨恒温贮库，开发
生姜精深加工系列新产品 100 个

2020—2025 年 2980 300 1060 500 280 500 340

24
罗平县年产 6000 吨
小黄姜精深加工项
目

罗平县

项目占地 36.93 亩，新建姜精油萃取车间 1000
平方米、姜固体饮品车间 1500 平方米、姜香辛
调料车间 1500 平方米、干姜车间 2921.73 平方
米、原料库 653.27 平方米、冷库 5176.16 平方
米、综合楼 226.98 平方米、研发中心 520 平方
米，购置安装有关设备及消防环保等配套设施。

2020—2023 年 11000 3500 2500 3000 2000

25
罗平县小黄姜“一县
一业”特色县创建项
目

罗平县

建设 10 万亩小黄姜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完成
绿色有机认证种植基地 2 万亩，建设占地 500
亩从事姜系列产品精深加工的罗平小黄姜现代
示范园，累计改造传统烤姜炉建设为新型低硫
烤姜厂 300 座，开展绿色有机高效生产技术应
用示范研究 20 项，申报国家驰名商标 1 件、企
业商标注册 10 件。

2020—2025 年 50000 500 800 15000 15500 10000 8200

合计 项目 3 个 63980 4300 4360 18500 17780 10500 8540

26 师

宗

县

师宗县薏仁老品种
保种及提纯复壮基
地建设

五龙乡
小粒黑壳薏仁保种基地 100 亩；提纯复壮及扩
繁基地 400 亩；配套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
设

2020—2022 年 1000 100 500 400

27
师宗县小黄姜老品
种保种及提纯复壮
基地建设

龙庆乡
建设小黄姜保种基地 100 亩，提纯复壮及扩繁
基地 400 亩；配套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2020—2022 年 1000 100 500 400

28 师宗县薏仁绿色高
质高效创建

五龙乡

小粒黑壳薏仁标准化种植基地 10000 亩。（项目
一年一创建，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方式，
集成推广绿色高质高效生产技术，做到节本增
效）

2020—2025 年 30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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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宗

县

29 师宗县小黄姜绿色
高质高效创建

龙庆乡

药用小黄姜标准化种植基地 10000 亩。（项目一
年一创建，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方式，
集成推广绿色高质高效生产技术，做到节本增
效）

2020—2025 年 30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30 师宗县薏仁产业化
建设项目

高良乡、五龙
乡、龙庆乡、
生物产业加工
园区

1.建设绿色食品薏仁基地 10 万亩、有机认证基
地 1 万亩（含原生境保护区建设 0.1 万亩）、绿
色食品基地认证 5 万亩；建设薏仁良种繁育基
地 1 万亩；绿色高产高效示范基地建设 3万亩；
配套建设基础设施；绿色食品薏仁生产体系建
设。2.加工基地建设。建设薏仁产业园（农业文
化遗产产业园），引进扶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10
个。3.绿色食品牌建设，打造区域公共品牌、绿
色食品牌、名牌农产品，建设专家院士工作站 1
个；建设薏仁产品质量追溯体系。4.市场营销体
系建设，专业电商平台建设、市场营销推介及
新产品研发

2020—2025 年 60000 1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1000

31
师宗县 20 万亩道地
中药材全产业链建
设项目

全县 10 个乡
（镇、街道）
及大同生物产
业园区

1.基地建设 20 万亩：薏仁 8 万亩、药用生姜 5
万亩、三七 3 万亩、2万亩工业大麻、1 万亩重
楼，其他药材 1万亩。2.精深加工培育：新建薏
仁药品深加工项目，新建高档食品、保健类产
品加工线；新建年产 5000吨的药用生姜深加工
项目，发展生姜油的提取和医药类产品的开发；
新建年产 10 万吨道地中药饮片加工项目；3.中
药材交易市场建设：新建高良、五龙、龙庆 3
个乡（镇）产地交易市场 3 个，综合交易市场 1
个。

2020—2025 年 60000 2000 16000 16000 16000 8000 2000

32 师宗县薏仁及生姜
出口基地建设项目

高良乡、龙庆
乡、五龙乡

1.建设薏仁出口示范基地 5万亩，药用生姜出口
基地 3 万亩；2.建设区域公共品牌；3.统一出口
包装标识；4.建设出口备案基地 8 万亩；5.配套
建设水利基础设施、物联网技术应用

2020—2025 年 30000 2000 3000 4000 5000 7000 9000

合计 项目 7 个 158000 6200 33000 33800 34000 28000 23000

总 计 项目 32 个 298580 16220 48210 68850 69230 54250 4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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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委，

市法院，市检察院，曲靖军分区。

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10月 2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