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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下有机三七成熟采收 科技创新让资源变财源

“竞拍物为林下有机三七扶贫试验示范基地三年生鲜品。鲜品以

500 元/市斤起价，竞买人举牌应价，加价幅度不低于 50 元。”竞拍

主持人刚刚介绍完，现场参加竞拍的爱心企业和个人已经跃跃欲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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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9 日，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竹塘乡大塘子村茂密的

思茅松林里，一场热闹的竞拍会打破了山林平时的宁静。这场竞卖会

是由朱有勇院士领衔的中国工程院澜沧科技扶贫团队发起的公益性活

动，旨在推进澜沧精准扶贫工作，帮助拉祜老乡增收致富。

10 月的澜沧气候依然炎热，但在数十米高的思茅松遮蔽下，山林

间空气湿润、凉爽宜人。前来参加 2019 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科技扶贫

技能培训林下三七班的农民学员正在上开学第一课——采收三七。“知

道为什么叫三七吗？因为有七片叶三根茎，种植时要‘三成光，七成

阴’。”“三七全身都是宝，采收时要从周边挖起，要保持叶子和须

根完整，叶子和须根也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云南农业大

学植物保护学院朱书生教授一边示范一边讲解。学员们很快掌握技巧，

完整挖出一颗颗带着泥土芬芳的新鲜三七。这些三七很快被送到竞拍

现场，成为竞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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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筐筐叶片鲜绿、根系繁茂、主根饱满的新鲜三七，立刻受到参

与竞拍的爱心企业和个人的青睐。竞拍一开始，竞拍者踊跃举牌，价

格很快突破 800 元。大家都十分看好“不使用一滴化学农药、不使用

一颗化学肥料”，品质高、药效足的林下有机三七。老乡们笑了，热

情地鼓掌，感谢各界对澜沧的帮扶。经过激烈的竞拍，江苏康缘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最终以 1050 元/500g（鲜重）相当于 8400 元/kg（干重）

成功竞得首批两亩林下三七，价格远超普通三七市场均价。

澜沧林下三七项目依托中国工程院朱有勇院士团队科技成果。

2015 年，澜沧县成为中国工程院挂钩扶贫县。朱有勇院士经过深入调

研，发现当地森林覆盖率达到 63.44%，林下气温适宜、土壤腐殖质丰

富，林下经济大有文章可做。2016 年，朱有勇院士团队在澜沧县竹塘

乡东主村开展了思茅松林下有机三七试验示范种植。通过“公司+专业

合作社（党支部）+基地（农户）”的种植模式，农户通过出租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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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种植，每户当年平均收入达 20000 余元，实现当年脱贫的目标。

2017 年，朱有勇院士团队在澜沧县扩大试验规模，开展思茅松林下有

机三七试验示范种植 1025 亩；2018 年推广种植 6280 亩。2019 年计划

实施 1 万亩。林下有机三七已成为澜沧山区群众脱贫致富的优势产业。

“药材好，药才好”。中药材质量决定了中医的疗效。朱有勇院

士团队致力于研发遵循药材生长发育自身规律，让药材种植回归山野

林中。林下种植不仅可以解决三七连作障碍导致的土地匮乏的问题，

而且通过“两不准”（不准施用一粒化肥，不准使用一滴农药）品质

控制标准，实现在林下自然环境中，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思茅松林下

三七，为中药材产业的健康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径。同时，根据物种

多样性相克相生原理，朱有勇院士团队还创建起三七、重楼、黄精等

中药材林下有机种植关键技术体系，通过轮作机制，充分发挥林业资

源优势，做强做大林下重要产业，打造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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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示范，让资源优势变成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竹塘乡思茅松树林下，林下三七长势喜人，有的已经长到 50 多厘

米，明年、后年还将陆续采收。第一波采收林下三七后的地里，已经

种上了重楼、黄精。截止目前，澜沧县已带动思茅松林下三七种植农

户 749 户，2544 人通过就地务工实现了脱贫，其中涉及建档立卡贫困

户 339 户，1165 人。老乡开玩笑地说，思茅松下真是遍地“黄金”了。

林下有机中药材产业发展新模式真正为边疆民族地区探索出一条依托

科技向绿水青山要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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