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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医药产业链的侗苗医药健康产业园区规划探究—以新
晃侗族自治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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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侗苗医药健康产业是侗苗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科学规划基于医药产业链的侗苗医药健康产业园区是侗苗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运

行的前提。厘清原有基础，理清规划目标，是制订侗苗医药健康产业园区规划的关键；探清规划重点，是实施侗苗医药健康产业园区规划的根

本。侗苗医药健康产业园区规划的重点即园区板块规划与园区保障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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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厘清侗苗医药健康产业园区规划基础 

侗苗医药是我国传统民族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侗、苗族人

民长期与疾病斗争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与藏医、蒙医等其他传

统民族医药相比各有所长，侗苗医药在治疗毒蛇咬伤、跌打损伤、

一般性骨折、小儿惊厥等方面疗效显著，发挥着其他医疗技术无法

替代的独特作用，为侗族、苗族人民的生存和繁衍生息作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 

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以深入落实“三高四新”和“五新四城”

战略、打造对接西部陆海新通道战略桥头堡为总目标，把侗苗医药

健康产业作为建设产业振兴高地、流量经济高地、教育康养高地、

人文生态高地、开放创新高地的切入点，先后出台《新晃侗族自治

县全域旅游总体规划(2018—2035 年)》《新晃侗族自治县扶持旅游产

业发展奖励政策》《新晃侗族自治县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

见》，实施黄精文化产业园建设；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 80.13%，苗

族占全县总人口的 6.36%；全县共有侗苗医药材 1300 余种，其中

龙脑樟 2013 年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黄精已经成为全国中

医药行业一张响亮名片；收集的民间侗苗医药方 400 多个，特色侗

苗医医疗技术 30 余项；有执业中医师、中药师、中西结合医师 160

余人，侗苗医药师承传承人 30 余人、会使用中草药的乡村医师 300

余人、能为他人提供有效中草药服务的村民 150 余人；编撰有《侗

医药普查资料汇编》；县中医院开发的侗药产品“麒麟镇痛散”已

获国家专利，消肿止痛散、如意金黄散、素龙骨痛贴等均已推广使

用，这为侗苗医药健康产业园区规划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2.理清侗苗医药健康产业园区规划目标 

2.1 明晰侗苗医药健康产业园区规划总体目标 

总体目标是，构建侗苗医药健康产业链，集聚侗苗医药健康产

业群，打造侗苗医药健康产业生态，建成侗苗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

发展引领园区。 

2.2 明确侗苗医药健康产业园区规划具体目标 

具体目标是，建好三个基地，打造三大高地，即建好侗苗医药

种植基地、侗苗医药生产基地、侗苗医药流通基地，打造侗苗医药

研发高地、侗苗医药诊疗高地、侗苗医药康养高地。 

3.探清侗苗医药健康产业园区规划重点 

3.1 园区板块规划 

3.1.1 侗苗医药种植园 

贯彻落实好《新晃侗族自治县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

见》，重点种植黄精、龙脑樟、博落回、吴茱萸、大血藤、金银花、

厚朴、何首乌、栀子、玉竹、天名精、细柱五加、山鸡椒、杜仲、

黑老虎、天南星、半夏、半边莲、重楼、麦冬、射干、钩藤、土茯

苓、辰砂等植物类与矿物类药材，形成集种植、观光、体验、研究、

科普于一体的乡土化、智慧化、智能化侗苗医药种植园。 

3.1.2 侗苗医药研发园 

一是聚焦资源保护与利用，强化侗苗道地药材种植与良种选育

研究。二是聚焦民间侗苗医药方，强化特色侗苗医医疗技术研究。

三是聚焦侗苗道地药材，强化中药与中成药研究。四是聚焦人工智

能与基因编辑技术，强化侗苗创新药研究。五是聚焦安全性和有效

性，强化侗苗创新药临床试验。六是聚焦品牌与效益，强化侗苗创

新药注册。七是聚焦预防与康复，强化保健品研究。 

3.1.3 侗苗医药生产园 

一是充分挖掘民间侗医苗医药方，在申请专利或商业秘密保护

基础上依法依规进行侗医苗医药方生产。二是充分利用侗苗道地药

材，根据医疗、制剂、配方的不同要求，并结合道地药材自身特点，

进行中药与中成药生产。三是充分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于靶点药物

研发、药物挖掘、化合物筛选、预测 ADMET 性质、药物晶型预测、

病理生物学研究、 药物重定位等，在逐步提升可靠性与准确性基础

上，进行侗苗创新药生产。四是充分利用禀赋自然资源，瞄准保健

市场，进行高端中药保健品生产。 

3.1.4 侗苗医药诊疗园 

一是依托县中医医院，在建设好原有各级重点中医专科基础

上，重点发展骨伤、肿瘤、皮肤、肛肠、针灸、推拿、治未病、脾

胃病等中医特色专科，建成市级区域中医医疗中心与中药制剂中

心。二是瞄准民间侗医苗医药方在预防、医疗、康复、保健等方面

的效用，分别建设有关毒蛇咬伤、跌打损伤、一般性骨折、小儿惊

厥、中风、风湿、不孕等师承特色专科医院。三是适应老年群体需

求，建设老年病医院、康复医院、护理院等，为老年人提供优质便

捷医疗服务。四是建立侗苗民间医特色诊疗中心，挖掘整理保护侗

苗民间中医药、侗苗医药验方、秘方和技法，建立合作开发共赢分

享机制。通过严格的准入招录制度招募具有一技之长的侗苗医药民

间医生，特别是没有行医资格证的侗苗医药民间医生，让其在医疗

机构特定区域内合法行医，发挥民间传统侗苗医药特色，为人民群

众的健康服务。 

3.1.5 侗苗医药流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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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新晃侗族自治县 60 分钟车程内的 2 个机场、50 分钟

车程内的 3 个高铁站等区位交通便利优势，打造集中、便捷的侗苗

医药物流中心与枢纽。一是通过完善渠道管理系统、销售管理系统、

库存管理系统及售后服务机制、信息共享和反馈机制，建立全国侗

苗医药经销商网络。二是嫁接益丰大药房、成大方圆、仁和药房网、

国大药房等知名医药电商，提升民族医药产品市场份额。三是有效

应用运用机器人与无人机，可有效解决无接触配送问题。四是有效

对接实体大药房，提升民族医药产品零售额。五是强化侗苗医药主

流宣传，提升侗苗医药产品品牌效应，科学抢占各级各类医院门诊

药房这一药品流通主阵地及零售主流市场。 

3.1.6 侗苗医药康养园 

主动适应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要求，将医疗卫生及健康促进

与新晃侗族自治县生态文化旅游优势资源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侗苗

医药康养之都，实现全产业链发展。一是针对高端健康客户，建设

家居式侗苗医药养生文化村。二是针对长期处于身心俱疲状况的人

群，建设融中医理疗、药膳、健身、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中医药养

生会所。三是针对热爱中医养生人群，综合运用侗苗药材、药品、

保健品、保健食品、保健器材、设备以及传统侗苗医药养生技术，

建设中医养生体验馆。四是突出侗苗医药调理亚健康优势，建设中

医康复调理中心，包含亚健康中医调理亚中心、抗衰老美容亚中心、

心理减压调理亚中心等。五是充分利用声光电等现代手段，立体展

现侗苗医药资源，建设侗苗医药文化广场。六是充分挖掘八江口温

泉地热水体资源，发挥美容、瘦身、养生、康体等功能，积极发展

温泉养生文化，推动温泉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七是大力发展田园休

闲健康旅游，开发田园观光、农耕民俗体验、乡野拓展、乡村度假、

乡村慢生活体验等多种乡村休闲业态，设计田园休闲健康旅游精品

线路，建设一批休闲农业公园和田园康养综合体。 

3.2 园区保障规划 

3.2.1 工作保障 

一是成立由县长任组长，分管副县长为副组长，县发展和改革

局、县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县卫生健康局等为成员单位的新晃

侗族自治县侗苗医药健康产业园区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定期议事协

调制度、目标管理制度、绩效考核制度、督办问责制度，及时协调

解决侗苗医药健康产业园区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二是组建侗苗医药

健康产业园区投资管理公司。盘活资源，激活投入，提升效能，建

立侗苗医药健康产业园区投资管理公司，具体负责侗苗医药健康产

业园区的开发管理、招商引资、资本运作、土地控制、配套服务等，

形成政府主动，企业联动，社会参与，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园区

开发模式。 

3.2.2 政策保障 

所有投资商投资的侗苗医药健康产业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和《新晃侗族自治县关于鼓励投资兴业的若干规定》的条件且经相

关主管部门登记备案，均可享受本县产业优惠政策。国家产业政策

未明令禁止的投资项目，在法律规定的文件资料提交齐备的情况

下，各职能部门不得设置准入障碍。通过财政奖励、用地保障、税

费优惠、金融支持的导向性投入吸引民间资本投资侗苗医药健康产

业。 

3.2.3 扶持保障 

制订实施《新晃侗族自治县侗苗医药健康产业扶持奖励办法》，

由县财政安排扶持专项预算资金 1000 万元/年，用于引导、扶持和

鼓励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专项预算资金用于奖励在县内从事侗苗医

药健康产业经营、管理及服务的单位和个人，或在县内外对新晃侗

族自治县侗苗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3.2.4 人才保障 

制订实施《新晃侗族自治县侗苗医药健康产业人才行动计划》，

重点支持保障侗苗医药种植、生产、流通、研发、诊疗、康养方面

人才。搭建一批人才创新创业平台，人才“拎包创新”“拎包创业”；

扶持一批创新创业团队，以优秀团队引领人才磁场效应；启动一批

特色人才项目，建立优秀人才项目库；启动一批招才专项举措，开

辟人才引进“绿色通道”；完善一批激励保障措施，提供“拎包入

住”人才公寓，妥善安排人才配偶就业、子女就学，着力解决人才

的评审、身份、编制、落户、休假、休养等实际问题。 

3.2.5 配套保障 

高标准完善园区综合服务功能，加快建设商业配套设施、居住

配套设施、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充分保障园区企业和职工金融、居

住、购物、餐饮、停车、文化休闲娱乐等多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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