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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政办发〔2022〕9 号

陵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陵川县野生连翘抚育示范基地

建设实施方案》《陵川县中药材标准化种植示
范基地及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实施方案》的

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陵川县野生连翘抚育示范基地建设实施方案》《陵川县

中药材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及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实施方案》已

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予遵照执行。

陵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21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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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川县野生连翘抚育示范基地建设
实施方案

连翘是我县“陵五味”道地中药材主打品种之一，在我县

野生分布面积达 80 余万亩，“陵川连翘”2019 年成功注册国

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在我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山

区群众增收致富、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为充分挖掘我县野生连翘的资源潜力，实行有效

集约化、规范化管理，实现提质增效目标，特制定我县野生连

翘抚育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一、建设年限：2022 年。

二、建设面积：10000 亩。

三、建设范围

全县范围内野生连翘分布面积相对集中的乡镇，重点为夺

火乡、古郊乡、马圪当乡、六泉乡。“太行一号”旅游公路沿

线行政村和乡村振兴示范村优先安排。

四、建设条件

实施野生连翘抚育示范基地项目应符合以下条件：

1.项目乡镇有积极性并有统一组织项目实施的组织机构；

2.规划项目区域交通相对方便，抚育地块距离乡间小道不

超过 1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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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区集中连片面积 300 亩以上，林分以灌木林、疏林

地为主，且连翘占比 1/4 以上或亩均分布连翘 30 丛以上；

4.项目区坡向以阳坡、半阳坡背风中山为好，忌风口低洼

河谷地段，坡度不超过 25 度；

5.林地权属和实施主体明确。林地权属为明确到户、到合

作社或权属村集体的集体林，且有分山到户的农户、合作社或

村集体等积极性高的项目实施主体。

五、财政补助标准及办法

财政补助标准为 1000 元/亩，分三年实施兑现。其中，当

年下达施工建设管护费 700 元/亩，次年下达管护维护费 150 元

/亩，第三年下达管护维护费 150 元/亩。

六、财政补助环节

财政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抚育目标地的疏枝修剪、扩盘整坑、

补植补种、管护通道、标识标牌等环节。

七、主要技术措施

1.限灌露翘

通过修剪疏伐等人工干预措施限制抚育区连翘之外的其它

灌木比例，或降低其他灌木树体的郁闭度比例，有效提升连翘

在林分中的比重，为连翘留出足够的生长空间。

2.补植补种

对连翘密度不达要求且有补植空间的抚育地块，选择 2-3

年生健壮连翘苗进行补植。补植后抚育区连翘密度以每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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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20 株（丛）为宜。

3.扩盘除草

在限灌露翘、补植补种工作完毕后，对坡度相对平缓的抚

育区域要进行扩盘整坑除草，即要围绕连翘树整出直径不低于

0.8 米的树盘，有条件的要整出反斜面鱼磷坑，以便蓄积养分、

保持水分。根据项目区实际，还可采取修剪整形、中耕施肥、

建设管护通道等辅助措施。具体施工要求以中药材主管部门出

台的《陵川县连翘野生抚育技术规程》为准。

八、项目申报

以乡镇为单位组织所辖行政村进行申报，村申报、乡镇汇

总并形成打包项目报县中药材产业发展中心审核确定。

九、资金管理

项目乡镇要加强项目资金的使用管理，项目建设单位资金

管理要专账核算，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挪用、虚报冒领、截留

项目资金等现象发生。

十、组织领导

为确保野生连翘抚育示范基地建设取得良好成效，促进我

县中药材产业健康发展，特成立陵川县野生连翘抚育示范基地

建设领导小组：

组 长：赵永胜 县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秦永强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董国斌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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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军 县林业局局长

郭俊锋 县中药材产业发展中心主任

和剑南 夺火乡乡长

梁 智 马圪当乡乡长

王国亮 古郊乡乡长

申君良 六泉乡乡长

陈学武 县田园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成 员：李红光 县中药材产业发展中心总农艺师

李爱军 县林业局副局长

宋伟丽 夺火乡副乡长

樊 幸 马圪当乡武装部长

刘亚男 古郊乡副乡长

连华鹏 六泉乡组织委员

吕 尧 县中药材产业发展中心科技股股长

李志昌 县林业局资源科科长

靳中豪 县田园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项目部部长

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中药材产业发展中心，

负责该项目日常工作。各乡镇也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县林

业局负责项目的政策合规性审核以及相关林业政策的指导、监

督和服务。县中药材产业发展中心负责项目落实、资金落实、

项目的可行性审核以及技术方面的培训、指导、监督和服务。

县田园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公司+基地”订单种植落实，



—6—

确保农户收益。项目乡镇负责及时组织落实施工主体、施工模

式、施工安全以及项目资金监管、兑现，并确定专班专人跟踪

检查项目进度及工程质量，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确保项目高

质量完成和资金安全及时兑现。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各相关部

门和项目乡镇要加强配合，协调一致，共同推动项目正常运作，

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并取得良好成效。

十一、施工验收

项目结束后，项目乡镇组织以村为单位进行自查，形成自

查报告，报乡镇政府进行验收，形成验收报告，作为资金兑现

的依据。县中药材主管部门对项目进行随机抽样检查，以乡镇

为单位，抽样比例不低于施工面积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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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川县中药材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
及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实施方案

2022 年，是我县中药材产业发展的关键之年。建设适度规

模的中药材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及良种繁育基地，提高中药材

质量，提升中药材生产水平，是扎实落实省委省政府建设中医

药强省大会精神，进一步促进全县中药材全产业链健康发展的

一项根本举措。为此，特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建设年限：2022 年。

二、建设面积：10000 亩。

三、建设范围

以六泉乡、古郊乡、潞城镇、平城镇为重点，辐射全县范

围内各乡镇。“太行一号”旅游公路沿线行政村和乡村振兴示

范村优先安排。

四、建设条件

实施中药材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项目应符合以下条件：

1.项目乡镇有积极性并有统一组织项目实施的组织机构；

2.项目区域相对集中，以村为单位种植面积不少于 200 亩；

3.项目区符合土地利用要求，不得违规占用基本农田；

4.项目村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能够以村委或合作社等

明确主体牵头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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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实施主体有足够的资金筹措能力，财务管理规范。

五、财政补助标准

中药材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以党参、连翘、黄芩等大宗道

地药材品种为主，财政补助标准为党参 600 元/亩，连翘（荒山

荒坡）500 元/亩，黄芩、桔梗、柴胡等根茎类品种 400 元/亩，

党参种苗繁育 1000 元/亩。

六、财政补助环节

财政补助资金主要用于种子种苗的购置补助、生物有机肥

以及病虫害综合防治材料的购置补助以及连翘种植鱼鳞坑整地

等环节。

七、主要技术措施

采用中药材相应品种的规范化种植技术。

八、项目申报

以乡镇为单位组织所辖行政村进行申报，由村申报、乡镇

汇总并形成打包项目报县中药材产业发展中心审核确定。

九、资金管理

项目乡镇要加强项目资金的使用管理，项目建设单位资金

管理要专账核算，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挪用、虚报冒领、截留

项目资金等现象发生。

十、组织领导

为确保中药材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及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取

得良好成效，促进我县中药材产业健康发展，特成立陵川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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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及良种繁育基地建设领导小组：

组 长：赵永胜 县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秦永强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董国斌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郭俊锋 县中药材产业发展中心主任

张培亮 附城镇镇长

段韶飞 平城镇镇长

司明明 杨村镇镇长

李 娜 潞城镇镇长

王国亮 古郊乡乡长

申君良 六泉乡乡长

陈学武 县田园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成 员：王忠陵 县中药材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李建芳 附城镇副镇长

徐红霞 平城镇副镇长

牛亚茹 杨村镇副镇长

张荣荣 潞城镇副镇长

刘亚男 古郊乡副乡长

连华鹏 六泉乡组织委员

楚福云 县中药材产业发展中心多种经营股股长

靳中豪 县田园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项目部部长

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中药材产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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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该项目日常工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相关部门、乡镇和

项目主体要加强配合，协调一致，推动项目正常运作。县中药

材产业发展中心要加强技术指导和培训，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并

取得成效。县田园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要积极落实“公司+

基地”订单种植，保障农户收益。项目乡镇要及时组织落实施

工主体和施工模式，跟踪检查进度及工程质量，发现问题，及

时整改。

十一、施工验收

项目结束后，项目乡镇组织以村为单位进行自查，形成自

查报告，报乡镇政府进行验收，形成验收报告，作为资金兑现

的依据。县中药材主管部门对项目进行随机抽样检查，以乡镇

为单位，抽样比例不低于施工面积的 30%。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新闻单位。

陵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2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