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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脱贫攻坚战———奋斗在一线D

特别报道 TEBIEBAODAO

本报讯 10 月 23 日上午，内蒙古

自治区团委与农行内蒙古分行联合

实施的“金融支持青年创业行动计

划”启动仪式在呼和浩特市举行。

参加启动仪式的有自治区团委、

农行内蒙古分行、自治区金融办、内

蒙古青年创业就业服务中心、团委和

农业银行各盟市参会代表，以及全区

农行部分金融挂职干部、青创联盟、

青企协、创业青年等参会代表。

本次启动的“金融支持青年创业

行动计划”（下称“行动计划”）是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青年发

展、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重要部署，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一项重

要举措。

“行动计划”项目以服务脱贫攻

坚战、乡村振兴战略、“三农三牧”发

展、基层团建等为重要内容，以服务

青年创业就业为出发点，以专项资金

扶持为主导，并给予创业青年在金融

知识培训、资源系统共享、投行业务

领域等多层次、多元化、持续的深度

金融扶持。

启动会上，自治区团委和农行内

蒙古分行签署了《“金融支持青年创

业行动计划”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

议内容，从 2018 年起到 2021 年，农

行内蒙古分行将安排专项信贷规模

用于“行动计划”，每一年度投放专项

信贷资金不低于 10 亿元，3 年累计投

放不低于 30 亿元，以后年度持续推

进，全力支持自治区创业青年和青年

创业企业发展壮大。同时，各盟市团

委和盟市农行也分别签署了市级合

作协议，标志着该项“行动计划”在全

区同步启动，确保年底前各盟市均实

现有效投放。

大会现场演示环节，两名青年创

业代表通过手机联动大屏幕，向在场

嘉宾直观演示农业银行线上贷款操

作过程。根据农行掌上银行提示操

作，用时 1 分钟，两位代表成功贷到

款项 118.78 万元。

启动会现场，自治区青年创业代

表与农业银行相关经营行行长签订

了贷款协议并放款，现场直接放款金

额为 1829 万元，意向性放款金额为

5635万元，本次启动会合计发放贷款

7464万元。

据了解，农行内蒙古分行为“行

动计划”创新推出“青创易贷”农行青

年创业就业贷系列产品（个人类）、

“青创易贷”农行青年创业企业贷系

列产品（法人类）两大系列金融产

品，首批共推出 7款产品，其中：“青

创易贷”青年创业就业贷系列产品

（个人类）包括个人创业贷、个人网捷

贷（经营）、个人助业贷、惠农 e 贷

农户贷款 4 款产品，“青创易贷”

青年创业企业贷系列产品（法人类）

包括微捷贷、微易贷、税易贷 3 款产

品，后续将根据市场、客户需求变化

等不断丰富、完善产品线。 鲁娜

本报记者 欣然

从一块黄芪地里出来，过路的村

民告诉我们，这地是高金梁的。见到武

川县得胜沟乡纳令沟行政村西窑村的

高金梁，他正在自家的院子里鼓捣一

辆三轮车。我们的询问让他抬起头，朴

实中带着智慧的脸庞，很年轻。

武川县山老区农畜产品专业合作

社，这个名字够直截了当。高金梁是合

作社的理事长。从祖父辈就种黄芪的

高金梁说起黄芪，头头是道。

“黄芪是冷热货，因为市场价格的

原因，过去，农民对一年种，对一年不

种。我过去也才种个三几亩，全村也不

过几十亩，现在我自己就种了 80 亩，

加上别的药材防风、柴胡等，上了 100

亩，比种别的强。”

高金梁这样的种植规模，已经实

施了 3年。他说，离不开政策支持、引

导和市场行情。

西窑村目前仅有七八户人家，5

户进入了合作社。高金梁介绍，他用的

种子一般都是河北安国的，每年以卖

鲜芪为主。此外，他还种植了 100 多

亩土豆。看得出，他的种植理想、收获

理想已经和这块土地紧紧连接在一起

了。

他说：“我看好这个产业，从买种

子到销售，这几年也摸透了这里面的

深浅。”

“正北芪之乡” 星星之火

如果说过去一说到土豆和莜面就

想到武川的话，而今天，一说到黄芪、

柴胡、赤芍等，药材圈子里的人，也都

知道武川的这些药材是“药圣”级的，

是道地药材，否则就被视为外行。所谓

道地药材，是指一定的药用生物品种

在特定环境和气候等诸因素的综合作

用下，所形成的产地适宜、品种优良、

产量高、炮制考究、疗效突出、带有地

域性特点的药材。它是一个约定俗成

的、古代药物标准化的概念，它以固定

产地生产、加工或销售来控制药材质

量，是古代对药用植物资源疗效的认

知和评价。

据了解，目前，全县人工种植中药

材品种主要有黄芪、黄芩、防风、红柴

胡、赤芍、甘草、独活、板蓝根、党参、药

用茴香、药用红花、秦艽等 10 多个品

种，蒙药材有肋柱花、尖叶假龙胆、库

页悬钩子、扁蕾、仓囊草等多个品种。

全县共有中药材专业合作社 7 个，种

植户近 200 户。种植面积达 14340

亩，其中黄芪近 8000 亩，黄芩 3000

多亩，赤芍 1000 亩，药用红花、茴香

700 亩，防风、甘草、柴胡、板蓝根、独

活、苦参等 1640 亩。中药材年产量达

10038 吨（鲜品），总产值约 7025 万

元。全县已形成相对较为集中的几个

种植区域，得胜沟乡酒馆村一带，以黄

芪、赤芍、药用红花、药用茴香种植为

主；哈拉合少乡原哈拉门独和西乌兰

不浪镇乌兰干干一带，以种植黄芪、黄

芩为主；哈乐镇以黄芪、黄芩、秦艽种

植和蒙药材引进驯化为主。

快人快语、来自巴彦淖尔市黄河

岸边的任玉霞把我们一行人带到了位

于武川县得胜沟乡东坡村的赤芍种植

基地。

赤芍，不是第一次听说，但是却是

第一次见。虽然花期已过，但肥硕油绿

的叶片还是告诉人们，它还在成长。生

长周期为 5年的赤芍，在任玉霞眼里

和嘴里都是如数家珍的宝贝。

现在，与武川县对口扶贫单位内

蒙古通用中药有限公司已经入驻武川

县，任玉霞被聘为总经理。该公司由中

国医药与原阴山药材合作社合资设

立，注册于 2018 年初，注册资本 840

万元，任玉霞介绍，在新公司通过

GMP认证的基础上，主要开展黄芪趁

鲜加工，计划生产的产品系列包括：黄

芪切刻、黄芪片、黄芪条、黄芪统货、黄

芪尾子、黄芪头子等各种规格。其中，

黄芪切刻、黄芪片、黄芪条子等精制饮

片可以供应商场超市、医院药房、配方

颗粒生产企业等客户；黄芪统货、尾

子、头子等较低规格药材可以供应中

成药制药企业、提取企业等客户。并计

划适时开展其他药材品种加工、提取。

预计年生产能力可达 1000—2000

吨，年产值可达 470 万元，远期规划

近亿元。

在任玉霞整个中蒙药材经营的版

图中，她的意识没有倒置，即基地先

行，藏富于地。任玉霞执领的武川县得

胜芍药牡丹专业合作社主要从事优质

苗木、芍药牡丹绿色种植及销售。通过

“合作社 + 农户”，统一生产，统一经

营，统一管理的模式，建立芍药牡丹药

材基地。

任玉霞介绍，经过 4 年的发展，

合作社已种植赤芍 1000 亩，红花

300 亩，茴香 300 亩，甘草育苗 300

亩，黄芪育苗 400 亩，这些药材全部

选用优质种子，施用羊粪，保证了武川

黄芪等药材的品质、品牌。更重要的

是，这些药材全部是订单种植销售。种

植区域覆盖东坡村、野马兔村、南坝沿

村、酒馆村、黄芪窑村、圪塔村共计 6

个自然村。

合作社自成立以来，与得胜沟乡

周边 6 个自然村村民进行利益联结

机制，实实在在提高当地农民收入。经

过 3 年的发展与帮扶，与当地 6个自

然村 78 户签订了土地承包协议，土

地承包面积达 2100 亩，每年惠及当

地的土地承包租金达 20万元，户均

2560 元。合作社雇用当地及周边 10

个自然村村民，合计人数约 120 人，

其中贫困户人数有 21人。

在任玉霞理念中，药材种植是朝

阳产业，能切实带动地方经济发展，让

老百姓致富。她说，合作社会继续通过

科技创新与政府引导及政策扶持，这

样就能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形成

以“合作社 +农户”的生产方式，有效

提高种植业集约化和产业化水平，成

为特色种植和绿色种植的典型样板。

推进“一村一品”产业和区域经济发

展，带动革命老区人民开辟一条致富

新道路，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振兴乡

村经济。

与众不同 朝阳为你升起

家有梧桐，引来凤凰。土生土长的

高金梁种黄芪理所当然，黄河岸边的

女子任玉霞怎么也寻了过来？

“与众不同”，这就是答案。

区位优势。武川地处北纬 41°至

43°之间，这是世界公认的优质药材

黄金生长维度。初步统计，全县野生和

驯化种植的中蒙药材种类有 100 多

种。药用价值较高的有黄芪、芍药、党

参、柴胡、黄芩、甘草、秦艽、防风、车前

子等品种，自然，这些品种经济价值也

较高。

自然优势。从气候条件看，武川气

候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无霜期

110天，昼夜温差大，这种气温条件适

宜药材根茎养分的积累，能极大提高

药材的产量和品质。从降水条件看，武

川干旱少雨，年降水量在 350 毫米左

右，但雨量多集中在七八月份，雨热同

期正是药材高速生长的有利时机。从

耕地条件看，全县总耕地面积 231 万

亩，仅南部山区就有 77 万亩，且土壤

类型主要以栗钙土和黑土为主。这些

土质，包括南部山区特有的气温、水分

和光照都是黄芪、黄芩、板蓝根、防风

等生长的理想之地。

传统优势。武川是药材典籍记载

中黄芪的主要产地，清末民初已获“正

北芪之乡”的美称。所产黄芪有“正北

蒙古黄芪”之称。武川县，特别是山区

一带的农民一直有种植中药材的传

统，经过长期种植实践，基本上掌握了

黄芪、黄芩、党参等品种的种植技术，

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

品质优势。经权威部门检测，武川

县地产黄芪、黄芩、赤芍等品种药材的

有效成分含量远远高于国家标准，是

同类品种的 2—3倍，品质纯正优良。

政策优势。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

了《中药材保护和发展规划（2015—

2020 年》《关于印发中药材产业扶贫

行动计划（2017—2020）的通知》等一

系列文件，支持并推动贫困地区发展

中药材产业，要在贫困地区打造一批

药材基地。自治区下发的《内蒙古自治

区蒙药材中药材保护和发展实施方案

（2016—2020 年）》提出，要将蒙药材

中药材养殖基地、蒙中药饮片生产企

业及配套设施纳入相关政策支持范

围，加大资金投入。《内蒙古振兴蒙药

行动计划（2017—2025 年）》也提出

要在全区培育 12 个集中连片、6 万亩

以上的区域性药材种植基地。

五大优势，不仅让武川中药材得

天独厚，也让武川药材名声在外。这也

是让任玉霞踏遍很多地方，把根留在

武川的原因。

除内蒙古通用中药有限公司外，

内蒙古阿日善药材有限公司、北京融

得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也把橄榄枝

伸向武川这个道地药材宝地。

道地药材厚发恰当其时

武川县脱贫任务完成指日可待，

但脱贫之后，小康生活如何达标？

尽管近几年武川县在探索产业立

县、产业强县的实践中，已经摸索、形

成一些较成型的产业，且在脱贫攻坚

中已经逐渐夯实，但如何进一步落实

农业供给侧改革，加快推进武川县传

统农牧业转型发展，创新发展、高质量

发展，依然是严峻的命题。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的全新判断，怎样调整关注的光圈和

思考问题的焦点？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发展理念，新时代，新的社会的主要矛

盾，不再等你原地踏步，甚至你连原地

踏步的机会都没有。这个时代已经不

是一个蓄势待发的时代，而是一个抢

抓时机、厚积必发的时代。理想照进现

实的第一缕霞光，境内最高海拔 2327

米的武川县这个黄芪之乡，能否伸长

脖子，捕捉到地缘、自然、品质、政策等

优势上的厚爱？

迫切！

一个长线发展规划呼之欲出。

针对武川县目前这种中蒙药材产

业的自发式发展状态，政府的引导、农

户的种植积极性、精深加工企业的培

育、种植标准化程度、市场体系建设等

等问题，成为武川县一揽子要深刻思

考的问题。

采访获悉，一个武川县中蒙药材

建设近期规划已经紧锣密鼓酝酿启

动：按照“政府引导、龙头带动、农民参

与、稳步推进”的发展思路，根据不同

的气候、地理环境及市场动态需求，选

择适合种植的品种，走特色化差异化

发展之路。近期规划发展中蒙药材种

植面积 6万—10 万亩，在得胜沟乡、

大青山乡，依托红色旅游项目，主要种

植黄芪、赤芍、甘草、秦艽等品种，打造

中蒙药材文化旅游观光带。在哈拉合

少乡、西乌兰不浪镇主要种植黄芪、黄

芩、党参。在哈乐镇主要种植以黄芩、

板蓝根、防风、知母等一些特色品种。

同时，对一些濒危稀缺的中蒙药材进

行抢救性种植保护。配套政策、措施、

相关服务等都成为这项规划的环节和

要素。

十年一剑，厚发恰当其时。

“金融支持青年创业行动计划”正式启动
农行内蒙古分行

“正北芪之乡”厚积也要厚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