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回大地，万物复
苏。2月9日，位于周南
高速舞钢市尹集镇出入
口一侧的“河南省美丽
乡村游特色村”姬庄村，
几名村民正在山岗田野
里采摘刚刚吐露新芽的
茵陈。“茵陈清利湿热、利
胆退黄，如今正值采摘
时节。”年过花甲的姬庄
村村民吴国有说。

姬庄村有村民1200
多人，历来有采药、种药
的传统，在缺医少药的
年代解除了不少人的病
痛。如今，该村大力发
展中医药种植产业，打
造中医药和医疗康养基
地。尤其近几年间，该
村探索独特的中医药文
化和文旅融合发展之
路，采取“龙头企业+村
集体+合作社+农户”方
式，初步建成集种植、药
茶、药酒、药膳以及药文
化展示、中药养生、科普
宣传、休闲度假等于一
体的综合性“百草”文化
体验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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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在距离姬庄村不远的华
豫本草药业有限公司货场中，一辆江
苏牌照的大货车正在装运青蒿干货。

“走南闯北，经常听外地的药材商反
馈，说咱这里的青蒿药性稳、药效好，
品质一流。”刘敬宝常年从事中药材收
购运营，仅去年一年就收购外运青蒿
近300吨。好山好水出好药，提到家乡
的中药材资源，刘敬宝备感自豪。

据尹集镇政府工作人员白东亮介
绍，地处舞钢市西南部的尹集镇呈“六
山一水二分田”之格局，镇区山地森林
面积11万亩（1 亩≈666.67 平方米），森

林覆盖率达68%。据不完全统计，该
镇境内山中、林下盛产500多种天然中
药材，而野生和培育种植的中药材每
年采收量近万吨，被当地村民誉为“天
然的聚宝盆”。

值得一提的是，经当地医药界多
年使用发现，尹集镇姬庄村、苇子园村
所产的“舞贝母”药效质量远高于川贝
母，在当地被称为“药中之王”，具有平
喘止咳、消炎化瘀之功效。在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每公斤“舞贝母”野生鲜
药曾卖到两千元左右。“后来因野生贝
母逐渐减少且缺乏规模化种植，当前

‘舞贝母’在市场上几乎绝迹，实在可
惜。”曾从事过“舞贝母”种植的村民于
存良至今仍对这种名贵药材的经济价
值和药用价值深为赞叹。

如今，姬庄人将发展中药材种植、
中医康养等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的“基
本盘”。截至目前，该村种植有“舞贝
母”、百合、丹参、紫苑、地丁、山茱萸、
芍药等10余种中药材千余亩，还将这
些药材的品种代表种植在百草园景区
沿线，并附以精美的指示牌，让游客在
欣赏同时，认识了解这些传统医药的
瑰宝。

药材资源丰

在姬庄村河道一侧，一处近百平
方米的竹制建筑格外显眼，里面展示
着中医药事业发展简史、中药材标
本等。尹集镇宣传统战委员李红岩告
诉记者，这是为丰富中医药研学载体
而建起的溯源堂中医药文化体验馆，
共设“天地人和药王像”“中医药历史
长河”“中医药的高光时刻”“中医药拥
抱世界”和“中医药趣味体验区”5个宣
传板块。行走其间，中医药文化的神

奇风采扑面而来。
此外，姬庄村还在舞钢市、尹集镇

等各级各部门的支持下，延伸延展研
学内涵，建起了药茶馆、药酒坊、诊疗
馆等，几年间累计接待来自郑州、驻马
店、漯河等地的中医药研学爱好者近
10 万人次。“野有中草药，村有老中
医。一罐草药汤，康健保身体。”慕名
而来的学医问诊者纷纷在这里体验

“望闻问切”的绝妙之处。

在原有村中医药文化场馆的基础
上，该村去年还招商引资700万元，建
成中医药研学基地学校，目前已招收
员工、学生230多人。

姬庄村还利用得天独厚的生态环
境优势和毗邻高速、国省道的交通优
势，引进建成一鸣书居·半山溪图书民
宿。品药膳美食，赏乡村美景，住特色
民宿……独属姬庄村的中医药康养特
色氛围已然形成。

研学氛围浓

姬庄村以“药”为媒，招商引进并
快速建成河南富润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舞钢中医药研学基地、河南书香
书居实业有限公司高端民宿“一鸣书
居”、舞钢市乐玩旅游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秘境森林游乐项目，3家企业累计投
资6400万元。同时，带动周边从事中
药材加工、种植经营的鸿康药业公司、
华豫本草药业公司、三圆农开公司等
10余家实体企业，初步形成了远近闻
名的中药材经济“小气候”。

因为坚守中医药特色，荒山野岭
“百草园”变身增收致富“百宝园”。或
通过村民自主发展，或通过政府招商引
进，目前姬庄村已开发药茶、药酒、药枕、
药被、药膳旅游服务系列产品项目40多
个，创建了百草园国家3A级景区，带动
村民年增收500多万元。据尹集镇统
计站提供数据显示，2021年姬庄村人
均纯收入达18625.8元，比上年度增加
1628.8元，村集体收入达20余万元。

2022年以来，姬庄村被确定为舞钢

市仅有的几个“五星”支部创建活动创
“五星”重点村，村子对标对表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平安法治、文明幸福、支
部过硬“五星”标准，狠抓项目建设，补
短板、强弱项，以创建促就业、助增收，
通过中药康养项目等提供就业岗位
150多个。“在家门口干活赚钱真好，俺
渴望的幸福正在村里中医药产业的发
展中变成现实。”65岁的村民王自忠
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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