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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两山”理论 共商中药材产业绿色发展大计—— 

林下西洋参现场会暨中药材产业绿色发展论坛在禄劝举行 

2022 年 5 月 28 日，禄劝林下西洋参现场会暨中药材产业绿色发

展论坛在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举行。“人民英雄”、中国工程院院士、 

 



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礼（线上出席），“时代楷模”、中国工 

程院院士、学校名誉校长朱有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

工程院院士、云南省药物研究所所长朱兆云，校长李永和、副校长杨生

超、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李国春，以及来自省内外

高校的专家和相关企业家等共同为推动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

乡村振兴产业基础把脉问诊，献智献策。 

现场会上，朱有勇、朱兆云等院士、专家和企业家前往禄劝县屏山

街道克梯村林下西洋参种植基地，实地观摩了学校中药材科技创新团

队与相关药企的林下西洋参、滇黄精的育苗和种植情况，对林下高品

质有机西洋参的育苗、管养、产品研发及产业化等进行了深入了解,为

林下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把脉问诊”。 

 

在下午的论坛会上，李永和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向长期以来

支持并关心关注学校建设发展的各位领导、专家、业界同仁和企业家

表示感谢。他表示，大家齐聚禄劝共商云南中药材产业绿色发展大计，



共同见证学校与禄劝县政府签订校县“一县一业”中药材产业合作协

议，必将对推进校县更高质量合作产生深远影响和积极意义。学校作

为云南唯一农业本科高校，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积极投

身国家和云南发展战略、主动担负起乡村振兴的历史使命义不容辞、

责无旁贷。禄劝是“云药之乡”，是“一县一业” 中药材产业示范创

建县，中药材资源丰富，产业基础良好，具有做大做强中药材产业的得

天独厚的条件。学校将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加大产学研合作力度，建好

林下西洋参科技示范园，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为乡村振

兴提供新样板、提供学校的智慧和方案。他同时希望学校杨生超教授

带领的中药材科技创新团队，向张伯礼院士学习，心系家国，胸怀天

下；向朱有勇院士学习，把论文写在云岭大地上；向朱兆云院士学习，

用脚步丈量土地，走遍云岭山水，在为云南乡村振兴做贡献的赛道上

奋力奔跑，跑出最好成绩。 

学校与禄劝县政府签订了校县“一县一业”中药材产业合作协议，

与康美药业（昆明）种质资源有限公司、云南滇南本草大养投资有限公

司、云南参林本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林下西洋参有机种植科技

成果转让协议和林下中药材产品开发技术转让协议。 

在中药材产业绿色发展论坛上，各位院士及专家围绕高质量发展

中药材、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着力推进乡村振兴，探讨了产业发展过程

中的优势亮点及存在的问题短板，提出了良好的意见和建议，与企业

家面对面交流，进一步加强产学研纽带，共同推动中药材产业绿色发

展。 



 

张伯礼院士以现场视频连线方式发表鼓舞人心的讲话。他强调，

中医药是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护佑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在这次

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指出，中药材是中医药事业传承

发展的物质基础，是战略性资源；云南是我国中药资源最丰富的省份，

是中药材产业大省，常年中药材种植面积和农业产值均在全国名列前

茅，三七、天麻、灯盏花等优势突出，云白药、昆中药、一心堂在中医

药领域产业地位重要。他希望，参会的同志们，继续支持中医药事业的

发展；希望云南的同仁们，发扬时代楷模和全国劳模的精神，把云南的

中药材产业做大做强。 

朱有勇院士作题为《林下中药材的科技创新》的报告，阐释了林下

中药材的重大难题和发展方向、关键科学问题和创新，以及在推广应

用和乡村振兴中所做出的贡献和发展愿景。他指出，林下中药材是经



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是生态文明建设“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更好保

护”的特色，亦将为乡村振兴做出开创性的贡献。 

朱兆云院士作题为《生态文明与天然药物——中国低玮高原地区

云南案例》的报告，从云南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治病救人的神奇草药

（青蒿素、云南白药、三七、灯盏花）、和谐共生的人与自然三方面介

绍了天然药物为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健康做出的巨大贡献。 

学校副校长、云南种业创新研究院院长、中药材国家地方联合工

程中心主任杨生超作题为《林下西洋参产业技术创新》的报告，介绍了

发展林下高品质西洋参产业的核心技术及滇中高山高品质中药材产区

的相关情况，提出发展林下有机西洋参，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蓝图。 

禄劝县县长张津华汇报了禄劝县“一县一业”中药材基本情况和

产业发展现状；云南省中药材种植养殖行业协会会长苏豹介绍了云南

省中药材产业发展现状、云南中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机遇、第三方公共 

 



平台服务产业发展三方面的情况，强调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中药材产业体系国家岗位科学家、成都中医药

大学研究员张亚玉回顾了西洋参产业发展历史，汇报了目前的发展现

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发展思考以及西洋参在生长过程中的复杂营养

调控措施。 

西洋参是 2019年中国中药饮片销售冠军，市场前景广阔。为生产

高品质有机西洋参，满足高端市场需求，学校杨生超教授团队创新构

建以药养林模式，按照生境耦合及生物多样性“相生相克”原理，遵循

“品质第一、安全优先”原则，通过让中药材回归山野林中，以“不施

一粒化肥、不用一滴农药”的栽培管理方式，在禄劝县屏山街道克梯村

成功实施林下有机西洋参种植。学校专家团队将持续推进技术创新，

联合康美药业等企业，建设禄劝林下中药材科技示范园，着力打造林

下西洋参示范县，助力禄劝高质量推进“一县一业”示范创建，助推乡

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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