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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临政办发〔2022〕74号

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临沧市
“十四五”生物医药产业创新

发展规划的通知

各县、自治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

《临沧市“十四五”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规划》已经市人

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2年 8月 22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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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市“十四五”生物医药产业创新
发展规划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

和重要指示精神，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快推进全市生物医药

现代化、产业化，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临沧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纲要》、《云南省“十四五”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规划》、《临沧

市中药材产业发展规划（2019—2030年）》等规划的指导精神，

特制定本规划。

一、发展现状与形势

（一）发展成效

1．生物医药产业成果显现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生物医药（中医药）产业发展，将生

物医药产业作为“绿色食品牌”和“健康生活目的地”的重要内

容进行开发打造。截至“十三五”末，全市以滇龙胆、云茯苓、

滇重楼、滇黄精、滇橄榄、石斛、诃子等为主的中药材种植面积

达 65.45万亩，产量达 3.5万吨，总产值达 26.1亿元，其中，第

一产业产值 12.5亿元、第二产业产值 3.5亿元、第三产业产值

10.1亿元。

2．特色民族药（佤医佤药）挖掘进展良好

全市有佤、傣、拉祜、布朗等 23个少数民族，自古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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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族有着自己防病治病经验乃至医药理论，其中以佤族医药最

具代表性。佤族医药以植物药为主，兼有动物药和矿物药，用药

品种达 600多种，分属 100科 201属，治疗方式多样，内服兼外

用，民族药特点鲜明。通过佤医药工作者收集整理和研究，共收

集整理佤族民间单验方 152个；23种佤族单方验方被收录入《中

国民族药志》。《佤族食疗》、《佤药娘母良的临床应用》曾分别获

得过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传统医学大会金杯一等奖和云南省民

族医药研究会论文三等奖。2016年临沧市民间民族医药学会组

织召开首届国际佤医药发展大会，进一步推动了佤医药产业发

展。目前，以佤药娘母良、细化根、鹿衔草等为代表的民族民间

药材驯化、种植及示范面积达 2.2万亩以上，产量达 0.16万吨，

产业链总产值达 2.3亿元，均居全省各州市民族民间药材发展的

前列，为进一步推动佤医药产业发展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3．产业主体培育和产品开发初见成效

（1）企业培育及产品研发初见成效

全市从事中药材产业的大户（企业）有 370家，其中有种植

加工企业 33户，3户企业获得 GMP药品生产许可资格认证，有

5户规上工业企业（云南广福药业有限公司、云南福滋农业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双江盈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临沧道地中药材种

植科技有限公司、耿马四方生物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一批

龙头企业得到培育和壮大。如：云南福滋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已成为省级龙头企业，注册“福滋”、“福领”、“滇奇”等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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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滇奇”牌云茯苓荣获 2018年度云南省绿色食品“十大名

药材”评选第六名；临沧道地中药材种植科技有限公司成为云南

白药中药材种植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

级林业（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公司已注册“滇康通宇”

商标；耿马四方生物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已成为省级林业产业

龙头企业、石斛优质种业基地、临沧市农业企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公司 750亩种植基地获得国家 GAP（国家良好农业规范化种植）

认证，“云斛”牌石斛系列产品已通过国家有机产品认证。

（2）经济合作组织快速发展

全市共有中药材行业协会 9个，从事中药材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组织 187个。经济合作组织在有效解决种植户小生产与大市场

之间的矛盾，及时掌握市场信息，引导农民进行种植结构调整和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连接种植户、

企业和市场的桥梁和纽带，成为基地建设的主要推手和主力军。

如：云县成立的云县中草药联合会，有团体会员 27个，个人会

员 1138人；12个乡镇建立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34个，会员

达 8100多户，共建设药材良种繁育基地 2000亩，建设滇龙胆等

药材种植基地 7万亩。临翔区有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 16个，参

加合作社的农户达 1800人，种植面积达 2.5万亩，合作社 2020

年销售收入超过 200万元。

4．中医药服务机构及体系建设初具规模

成立了沧源县佤医佤药研究所、沧源县佤医医院、佤医佤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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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等机构，2018年 1月，临沧市中医医院（佤医医院）正式

挂牌成立，成为全国首家州市级佤医医院，新院区已开展规划建

设，正在按照三级甲等中医医院标准，将市中医医院（佤医医院）

建设成为特色显著、综合服务能力较强的市级龙头示范中医医院

和全省最具特色的中医医院（佤医医院）。目前，全市有县级以

上中医医院 9所，临翔、云县、凤庆、永德、镇康、双江等 6个

县级中医医院被评为二级甲等医院，二级以上公立中医医疗机构

实现治未病科全覆盖。所有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设

立了中医馆，中医药服务覆盖率达 100%；村卫生室（社区卫生

服务站）中医药服务覆盖率达 96%；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佤医药分

会落户临沧；建成国家级名老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 2个、省级名

老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 5个。

5．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及对外合作取得突破

云县、永德县、临翔区、双江自治县、耿马自治县 5个县（区）

成为“云药之乡”。在中药材领域，全市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4

户、省创新型试点企业 1户、科技型中小企业 26户，有良种繁

育基地 4个、科技示范园 9个、星创天地 1个、科技经济合作组

织 4个，临沧市成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空间分子生物学研究

室航天育种（临沧）试验基地”、“云南航天生物科技试验示范基

地”、“云南航天生物资源开发创新基地”、“云南太空生物育种（临

沧）试验示范基地”。建立了华中科技大学临沧市临翔区院士（专

家）工作站，依托大学人才、学科和技术优势，在石斛、金线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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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橄榄等绿色保健食品方面和千金藤、大黄藤、雪胆等原料药材

组培和林下种植技术研究方面开展技术合作，在种植生产中取得

初步成效。

对外合作方面，积极参加中国（昆明）中医药产业发展高峰

论坛会和云台生物医药与大健康产业对接活动，通过南亚东南亚

国家商品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和科技入滇、临沧城市规划馆等线

下、线上平台，宣传推介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展出滇鸡血藤膏、

首乌丸、藿香正气水、滇龙胆、石斛、续断、滇黄精、葛根、滇

雪胆等特色制药产品和中药材产品，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引导

和鼓励中医药企业积极与国内外相关科研院校开展技术合作，提

升临沧道地药材技术开发水平。

（二）发展优势

1．区位优势

临沧位于我国东西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南北连接渝新欧国

际大通道、长江经济带和珠江经济圈、海上丝绸之路“十字构架”

中心的重要节点，境内有镇康县、耿马自治县、沧源自治县 3个

县与缅甸交界，边境线长 290.791公里，有 1个国家一类开放口

岸、2个国家二类开放口岸，有 19条贸易通道、13个边民互市

点和 5条通缅公路。从临沧孟定清水河口岸出境，陆路距缅甸腊

戍 148公里，距皎漂 888公里，是直通印度洋最便捷的陆上通道。

临沧有着特殊的区位优势，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中大有可为。

2．自然资源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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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气候条件优越

临沧属亚热带低纬高原山地季风气候，全年平均气温

18.5 ，平均霜期 14天，年日照时数 1863—2292小时，植被呈

垂直带状分布。全市植物种类繁多，森林覆盖率达 70.2%。得天

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优势蕴育了丰富独特的药物资源，素有

“药物宝库”之称。

（2）种质资源丰富

全市有野生植物品种 4412种，其中药用植物 1620种。药用

植物中有珍稀名贵药材 23种、道地药材 9种、大宗常用天然药

材 400多种、药用矿物资源 5种。药用植物包括《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2020版）收载品种 128种、《云南省中药饮片标准》

收载品种 96种、其他文献收载品种 595种、民族习用但无文献

收载品种 23种，有药用价值但无文献记录品种 778种。全市中

药材总储量为 61.2万吨，其中野生药用植物主要品种储量为 58.5

万吨（滇龙胆、滇重楼、滇鸡血藤、诃子等常用野生药材储量为

5900吨，具有药用价值的华山松、红豆杉、柏树、灯台叶储量

为 57.9万吨）。全国濒危野生药材诃子 80%产于云南，其中永德

县产量居全国首位，年产诃子干品 200吨左右，占全省产量的

80%。全国对照药材项目中的滇龙胆、马尾黄莲、灯台树三个样

品均采自临沧。生产有复方滇鸡血藤膏、藿香正气水、去痛散和

复方首乌膏等一批特色生物药和制剂产品，其中滇鸡血藤膏为有

着四百多年历史的民族传统中药，1915顺宁府鸡血藤膏荣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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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是目前唯一获得国际金奖的中

药，复方首乌膏为全省独家生产品种。

（3）林地资源广阔

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临沧丰富的森林资源，全市森林面积

2487.3万亩，森林覆盖率为 70.2%，森林蓄积量 1.17亿立方米，

林地面积 2290.7万亩，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64.65%，是全省 2个

森林面积超过林地面积的州市之一。按照《云南省林下种植林地

利用规范》相关要求，剔除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区内的林地、自

然公园中属于禁止开发的林地、国家一级公益林、林地保护等级

为 级的林地、划定的天然林重点保护区域内的林地、饮用水水

源一级、二级保护区范围内的林地、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重要栖

息地（生境）内的林地等六类禁止利用林地及不可利用的林地外，

尚可提供林下产业用地 700余万亩。丰富的林地、林荫资源为发

展林下中药材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3．民族医药文化深厚

全市有 23种少数民族，其中有彝、佤、傣、拉祜、布朗、

白、傈僳、回、苗、德昂、景颇 11个世居少数民族，少数民族

人口 99.15万人，占户籍人口的 41.4%，其中，佤族人口 24.4万

人，约占全国佤族人口的 60%，以佤文化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

多姿多彩，沉淀着古滇濮文化、百越文化、氐羌文化、中原文化

的多样基因，多民族共生，多宗教共融，“三个离不开”思想深

入人心，形成了多元一体民族文化格局。临沧中药材种植历史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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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各族人民群众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中药材种植，积累了丰富

的医疗知识和经验，形成了以佤医药、傣医药等形式多样、具有

鲜明地方性和民族性的传统医药，其中以佤族医药最具代表性。

民族医药的深耕厚植和近年来的蓬勃发展，为发展林下中药材奠

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

4．产业基础优势

从产业总量来看，截至“十三五”末，全市以滇龙胆、云茯苓

等为主的大宗道地中药材及以娘母良等为代表的民族药种植面积

已突破 65万亩，总产值逾 26亿元。从产业分布来看，全市 8县（区）

66个乡镇（街道）均有种植或加工。目前滇龙胆种植面积、产量、

农业产值均居全省第一位，成为中国最大的龙胆草种植基地；云茯

苓种植面积、加工产值居全省第一位，双江自治县成为原国家农业

部挂牌的云茯苓“全国特色产业示范基地”。同时，在企业培育、

产品开发、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经济合作组织蓬勃发展及对外合作

方面等均取得了长足发展和显著成效。

5．“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带来机遇

2019年，国务院批复同意临沧市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

创新示范区。在示范区建设方案中把中药材产业打造成为独具特

色和有影响力的优势产业，作为“发展与保护并重的绿色产业推

进行动”的重要建设内容。2021年 5月中旬，省委、省政府在

临沧召开现场办公会，确定了努力把临沧建设成为“乡村振兴示

范区、兴边富民示范区、国家可持续发展示范区”的奋斗目标。

_Toc100563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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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三个示范区”建设，市委、市政府出台了贯彻落实现场办

公会精神的“一决定三方案一机制”等系列文件，形成了详细建

设实施方案，其中明确提出了大力发展康养产业，加快生物医药

产业发展的要求。

6．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生物医药产业辐射中心”区位机遇

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以

及云南省“五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的全面提速，特别是临沧被

列为全省铁路、高速公路“五出境”通道之一，临沧在国家安全

和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区位、开放、资源优势将

进一步发挥，为临沧扩大沿边开放、拓展发展空间、补齐发展短

板、实现跨越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将为临沧提供加

强全球优质资源集聚的机会，形成优势互补、互惠共赢、经验共

享的国际合作新格局。

临沧是“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

交汇点，在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中，有条件建设成为通

往南亚东南亚、通向印度洋的黄金口岸，是辐射中心建设的通道、

基地和平台。临沧生物医药产业潜在市场巨大，可依托中医药（民

族医药）产业为基础，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生物医药产业辐射中

心，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兴产业发展格局。

（三）面临的挑战

1．产业规模小，产业链条短。临沧生物医药产业总体规模

偏小，以中药、民族医药为主的生物医药行业整体竞争力较弱。

_Toc100563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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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养殖）基地发展滞后，中药品种小散弱现象

突出，研究基础参差不齐，产品竞争力普遍较弱。生物医药制造

业起步较晚，生物技术药、化学药研发能力缺乏、产品体量小，

上下游配套产业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中药材产业作为全市重点产

业之一，目前尚未形成完整产业链，中药材种植、加工、流通、

销售各环节与中医药产业发展未实现有机衔接，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程度不够。从种植与加工衔接来看，全市中药材种植企业与

种植户及加工企业联系不够紧密，尚未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未能

实现抱团发展，存在种植企业和种植户将中药材原料销往全国各

地，本地加工企业又从全国各地收购中药材原料等情况。

2．龙头企业少，市场竞争力弱。市内知名企业、龙头企业

少，企业超前布局、开展创新性研发活动的意识不强，产业带动

引领性不够。企业研发投入不足，缺乏有影响力的创新性品种，

核心竞争力弱，中药材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不充分。目前，全

市仅有涉及生物医药的规上企业5户。在所有生物医药及涉及中

药材生产的农林科技公司中，栽培、种植户占比到95%以上，而

加工、中药饮片及制剂企业占比不足5%。从品牌或品种来看，

大多尚未经过道地药材、地理标志等方面的认证。生物医药产业

园区专业化发展水平不高，配套体系不健全，公共研发和服务能

力弱。

3．创新能力不强，高层次人才缺乏。生物医药创制研发体

系不完善，资源分散，技术水平不高，与产业链需求不匹配。针

对产业快速发展所需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的前瞻性科



- 14 -

研攻关能力不足。除中药材及民族医药之外的其他产业领域创新

产品少。企业与科研机构联动不紧密，科技成果转化供需矛盾突

出。缺少高水平研发创新中心，合同研发机构（CRO）等公共研

发服务平台不足，高层次创新人才、管理人才和团队严重不足。

4．品牌打造不够，市场开拓能力低。企业应对医疗改革、

药品生产监管等产业政策能力不足，对自有产品市场培育和品牌

打造能力弱。缺乏突出优势特色的系统宣传，优势中药材品种、

老字号中医药、民族医药文化挖掘不够，“临药”品牌打造和市

场推广力度弱。

二、发展思路、发展原则和目标

（一）发展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给沧源县边境村

老支书们的重要回信精神，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

正创新，发挥资源优势，优化区域布局，坚持标准品牌引领、基

地建设带动、产业融合发展，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

建设一批生物医药种植和加工基地，培育一批创新力强和规模较

大的企业，创建一批生物医药知名品牌，提升临沧中药材质量和

市场竞争力，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全市中医药

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中药材种植加

工基地、滇西现代中药材产业大市和面向南亚东南亚生物医药产

业辐射中心。

_Toc100563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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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原则

1．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严守生态红线，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合理规划，

科学发展，有效建立“绿水青山”转换“金山银山”的实现机制。

切实加强中药材资源保护，通过科学合理地采集、收购、加工和

推进规范化基地建设，促进临沧中药材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合理

利用。

2．科技赋能、创新驱动

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依

托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开展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推动产业发

展。加强中药材基础研究，加快中药材育种创新，培育一批适应

性强、抗逆性好、品质优良、质量稳定的中药材品种。依托院士、

专家团队，加快中药材有机栽培新技术、新模式研究。制定中药

材生产标准、监测标准和产品标准，推动建立体现质量第一、效

益优先导向的市场定价标准。加快产品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

新，在创新中形成新特色、新优势。

3．立足优势、突出特色

依托全市中药材种质资源优势和自然条件优势，优选种植历

史悠久、产地特色鲜明、产品品质优良、竞争优势突出、市场前

景广阔的中药材品种重点发展。加强道地药材基地建设及品牌创

建，打造一批品质高、口碑好、影响大的道地药材品牌。同时引

进经济价值高和适宜种植的大宗药材品种，定品种、定产地，建

设生物药材生产基地。适当发展一般品种，突出小而精、小而优、

_Toc100563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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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而特。坚持高点定位，品质优先，着力打造林下中药材高端品

牌，引领全市中药材产业发展。

4．政府引导、市场主导

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强化规划引领、政策引导，完善服务体

系，营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加强监督管理，规范市场行为。充

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培育中药、民族医药市场主

体，发挥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的示范带动作用，建设中药材

种植示范基地，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中药材生产基地建设。

5．开放合作、聚力推进

大力改善软硬环境，拓展国内外市场，支持本土企业做大做

强。引进知名企业和科研成果，扩大增量。吸引省外科研院所入

临发展，联合培养人才，聚焦研发创新，形成助推产业发展的强

大合力。

（三）总体目标

到 2025年，中药材种植及示范基地稳定在 70万亩以上，产

量达 5万吨以上。生物医药总产值达到 40亿元，其中，第一产

业产值 15亿元、第二产业产值 10亿元、第三产业产值 15亿。

三、产业布局和重点任务

（一）产业布局

整合全市生物医药领域创新资源，建设规范的优质天然药物

和健康产品原料基地，建设特色鲜明的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品研

发生产基地。重点发展中药、民族民间药（佤医佤药），大力支

持发展中药制剂、饮片及天然提取物、健康产品研发，积极支持

_Toc100563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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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药及生物技术药等的发展，着力打造“临药”品牌。全面提

升中医药服务水平，融合发展健康产品产业，将临沧打造为

“健康生活目的地”。

1．建设优质中药材原料基地

在稳定种植面积基础上，大力实施道地中药材基地建设提升

工程，至 2025年，全市种植基地稳定在 70万亩以上，同时引导、

支持企业建设药用动物养殖基地。

（1）品种规划

主要道地及大宗药材重点品种为：滇龙胆、云茯苓、诃子、

滇黄精、滇橄榄、滇鸡血藤、滇重楼、石斛、三七、仙茅、白及等。

主要民族特色品种为：娘母良、鹿衔草、竹节参、细化根、

千金藤、叶下珠、葛根、雪胆、大黄藤、地不容、神衰果等。

其它发展规划品种为：红花、金银花、砂仁、通关藤、天

冬、百合、云当归、云香木、何首乌、续断、黄芩、灯盏花、草

果、露水草、郁金、南板蓝根、肉桂、苏木、芦荟、白花木瓜等。

（2）区域布局

以道地药材生长环境及野生资源分布生境划分为三个海拔

区域：

海拔 1800米以上高寒区域，重点发展滇龙胆、重楼、天

冬、百合、云当归、云香木、续断、神衰果、白花木瓜等中药材。

海拔 1400*1800米中暖区域，重点发展茯苓、石斛、仙茅、

三七、金银花、滇鸡血藤、草果、灯盏花、何首乌、滇黄精、党

参、黄芩、白及、续断、千金藤、地不容、叶下珠、娘母良、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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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草、山海棠、郁金、百合、天冬、南板蓝根等中药材。

海拔 1400米以下低热区域，重点发展红花、诃子、通关

藤、大黄藤、美登木、葛根、砂仁、姜黄、千张纸、伸筋草、肉

桂、苏木、芦荟等中药材。

2．发展生物医药龙头企业

实施龙头企业培育计划，全面提高全市医药企业的综合竞争

能力。按照“一事一议、一企一策”的原则，做大做强龙头企业，

培育一批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企业、集团，发展壮大一批骨干企业，

扶持发展中小企业，形成企业集群。开展精准招商引进一流企业，

培育一批有代表性、有影响力、有知名度的林下中药材种植及产

地初加工龙头企业，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和辐射作用，

推动林下中药材产业集约化、集聚化、产业化发展。加大对本土

起点高、规模大、带动力强的林下中药材种植及产地初加工生产

企业的培育力度。

3．加大原材料加工及“临药”品牌研发力度

根据中药材种植规划及优质原材料，加大对中药材、民族药

（佤医佤药）初加工、饮片生产和原料药提取及制剂的研发。逐

步提高饮片和原料药提取物比重，提升中药材产业工业化水平，

提高产业价值和效益。重点打造云茯苓、铁皮石斛、滇鸡血藤、

滇龙胆、西南远志（娘母良）等大宗道地药材和民族民间等系列

“临药”品牌。

4．建设生物医药商贸流通体系

立足全市，面向全国以及南亚东南亚、环印度洋地区，借助

_Toc100563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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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手段，充分发挥边境

经济合作区作用，大力开展对内对外合作，以市场体系建设、企

业经营管理信息化、商贸国际化发展为重点，构建生物医药产品

商贸体系。依托中国西南及南亚东南亚生物医药、民族药等资源，

重点在临翔区建设面向全国的中药材交易市场及南亚东南亚生

物医药辐射中心，在各县（区）建设生物医药集中交易市场。

（二）重点任务

围绕生物医药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推动产业链与政策链、创

新链、资金链、供应链、人才链、价值链等有机融合，聚焦关键

核心技术，补齐平台短板，增加优质品种。做强龙头企业，提升

制造能力。优化产业布局，强化园区建设，形成产业集聚。依托

“云药”发展基础，盘活存量，引进增量，扩大总量，着力打造

“临药”品牌，实现全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1．做优品质，加快推进中药材优质原料基地建设

（1）开展药材品种引进种植试验和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发

展中药材良种产业

以市场为导向，开展良种引进、筛选、种苗繁育、种植技术

研究和试验示范，筛选一批适宜种植、经济价值高、市场前景好

的大宗药材品种，定品种、定产地进行示范种植，建设一批中药

材良种繁育基地，实现种苗供给自主化、优质化、高端化。到

2025年，发展适宜种植中药材品种 50个，引进 200个中药材品

种，开展试验种植，筛选适宜种植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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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引进种植品种规划

引进种植主要品种：羌活、麦冬、酸枣、白术、延胡索、白芍、甘草、川芎、浙

贝母、苍术、防风、薏苡、黄芩、威灵仙、桔梗、连翘、桃、云芝、地黄、牛膝、远

志、黄连、秦艽、猪苓、枸杞、赤芍、柴胡、橘、菟丝子、西洋参、太子参、没药、

独活、蒲公英、沙参、海金沙、细辛、五味子、黄柏、桃儿七、酸橙、白芷、香附、

肉桂、山茱萸、侧柏、乳香树、白鲜、荆芥、菊花、金毛狗脊、苦参、泽泻、钩藤、

紫草、玄参、苦杏、酸橙、巴戟天、石菖蒲、淫羊藿、沉香、厚朴、覆盆子、郁金、

前胡、白花龙胆、艾、豆蔻、龙眼、莱菔子、山楂、檀香、车前草、蛇床子、金银花、

肉苁蓉、胡椒、麻黄、桑寄生、知母、滇柴胡、防己、土茯苓、透骨草、芡、款冬花、

莪术、千斤拔、百合、香蒲、黑三棱、皂荚、败酱草、蔓荆子、川乌、伸筋草、胖大

海、金钱草、芦苇、槲蕨、女贞、玉竹、紫花地丁、白花舌蛇草、茜草、百部、川牛

膝、升麻、槟榔、天门冬、通脱木、地肤、栝楼、半枝莲、夏枯草、北乌头、南板蓝

根、紫菀、白扁豆、山银花、益智、高良姜、地不容、射干、蒺藜、莲、苍耳、牛蒡

子、海风藤、补骨脂、青秆竹、千年健、藁本、薄荷、辛夷、苏木、刺五加、枇杷、

草豆蔻、红豆蔻、龙血竭、茵陈蒿、白茅、丁香、决明、槐、合欢、地榆、姜黄、旌

节花、萆薢、白前、紫苏、灯心草、海桐皮、郁金、乌药、石韦、紫苏、马钱、鱼腥

草、藿香、杏、枣、芦子、银耳、梅、木通、枫香树、淡竹叶、竹黄、郁李、番泻、

徐长卿、川楝、五倍子、芍药、旋复花、小根蒜、白参（菌类）、灵芝、白芥、丁香、

厚朴、银柴胡、玫瑰、麦蓝菜、龙芽草、菖蒲、白头翁、金樱子、瓜蒌、虎杖、萹蓄、

大麻、菘蓝、千金藤、猫须草、瞿麦、大血藤、白梅花等200余种。
主要依托科研单位或团队为：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等。

（2）建设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打造优质中药材种植产区

以临沧道地药材和民族药为重点，以加强中药材原料标准体

系建设为目标，按照生态环境适宜、品种品质优良、发展基础较

好、综合效益明显的原则，加强濒危中药材资源保护和利用，推

进“云药之乡”提质增效，采取“野生抚育种植”、“仿生种植”

等种植模式，建设一批中药材良种选育繁育基地和规范化种植基

地，建立中药材质量标准体系，推进GAP、绿色、有机和地理标

志等认证。

（3）大力发展林下中药材复合种植，提升林药综合产值



- 21 -

采取“林下种植”模式，利用现代种苗繁育技术，培育性状

稳定的优良种苗，降低人工育种成本，提高种苗均一品质。鼓励

经营主体注重科技创新，育、繁、推一体化发展。重点推进适合

在临沧本土种植的滇龙胆、云茯苓、滇重楼、三七、仙茅等林下

中药材品种规模化发展，不断做大诃子、滇鸡血藤、石斛、滇黄

精等一批有特色、经济附加值高、市场潜力大的中药材品种。

到 2025年，建成 9个省级良种繁育基地，其中林下良种繁

育基地 4个。全市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稳定在 70万亩以上，

其中，林下中药材高标准示范基地达 20万亩。

表 1：临沧市 2025年各县（区）中药材种植发展目标
序号 区县 面积：万亩

1 临翔区 7
2 云县 25
3 凤庆县 8
4 永德县 5
5 镇康县 3
6 耿马自治县 7
7 沧源自治县 5
8 双江自治县 10

合计 70

专栏二：各县（区）林下中药材种植品种区域规划

序号 县（区） 重点发展品种

1 临翔区 三七、仙茅、丹参、雪胆、金线莲、地不容等

2 云 县 滇龙胆、滇黄精、云茯苓、仙茅、丹参等

3 凤庆县
滇鸡血藤、当归、红花、滇黄精、滇重楼、滇龙胆、板蓝根、金
银花、丹参等

4 永德县 滇龙胆、诃子、红花、丹参、滇黄精

5 镇康县 草果、砂仁、大黄藤、千张纸等

6 耿马自治县 滇重楼、滇黄精、石斛等

7 沧源自治县 滇龙胆、石斛、娘母良、砂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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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二：各县（区）林下中药材种植品种区域规划

序号 县（区） 重点发展品种

8 双江自治县 三七、滇黄精、葛根、娘母良、仙茅、云茯苓、地不容、大黄藤等

主要依托科研单位或团队为：西南林业大学、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等。

专栏三：林下良种繁育基地建设规划

到2025年，建成4个省级良种繁育基地，4个市级良种示范基地，实现种苗供给自
主化、优质化、高端化。

省级良种示范基地：分别在临翔区、凤庆县、耿马自治县、双江自治县和镇康县
建立以林下三七、云茯苓、仙茅、滇雪胆、金线莲、滇重楼、滇黄精等为主的4个以
上良种繁育基地。

市级良种示范基地：分别在云县、永德县、沧源自治县、耿马自治县、双江自治
县建立以滇龙胆草、滇黄精、滇鸡血藤、红花、云茯苓、大黄藤、石斛等为主的4个
以上良种繁育基地。

主要依托科研单位或团队为：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等。

专栏四：中药材种植科研重点
良种培育：中药材资源圃、引种圃和良种繁育基地建设。
滇龙胆、滇鸡血藤、云茯苓、诃子、滇黄精、铁皮石斛、仙茅等“十大临药”打

造及良种繁育基地建设；濒危、珍稀及民族特色药材西南远志（娘母良）、竹节参、
人参娃儿藤（细花根）、大黄藤、滇雪胆、千金藤（地不容）、葛根等包含“十大临沧
特色民族药”材在内的品种繁育、保护与利用。主要依托科研单位或团队为：云南省
农业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云南中医药大学、云南农业大学等。

种植技术体系开发及应用：云药之乡产业技术创新体系构建及应用；林下中药材
高效栽培技术创新与推广示范；三七生态种植发展及食药保健品研究开发生产建设项
目；包括“十大临药”及大宗药材和“十大特色民族药材”等民族药的品种品质提升
技术研究及示范，主要依托科研单位或团队为：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云南中医药大学等。

专栏五：药材种植基地建设重点

林下三七产业开发示范基地，林下三七种植乡村振兴科技示范园等。滇龙胆、滇
鸡血藤、滇黄精、云木香、云当归、滇重楼、云茯苓以及仙茅、诃子、娘母良、千金
藤（地不容）、细花根、竹节参、大黄藤、鹿衔草等品种种植及示范基地建设。

主要依托科研单位或团队为：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云南中医药大学、西南林业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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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做强产业，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提升精深加工及研发能力

（1）着力培育及壮大龙头企业

在中药饮片、制剂、天然提取物、健康产品等领域，选择一

批成长性较好的企业进行重点培育。支持企业围绕产业链建设原

料基地、生产基地，提升企业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水平。支

持企业以资本、技术、品牌等为纽带，通过并购、协议转让、联

合重组、控股参股等多种方式进行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鼓励各类社会资本进山入林，鼓励国有林场发展林下经济，加快

培育龙头企业、林业大户、家庭林场、专业合作社等林下经济经

营主体。新培育国家级林下中药材龙头企业 1家，省级林下中药

材龙头企业 2家，新发展林药专业合作组织 45个。

支持云南福滋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耿马县四方生物科技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云南广福药业有限公司、云县信合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临沧道地中药材种植科技有限公司、临沧耀阳生物药

业科技有限公司、双江盈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做大做

强。支持临沧福大吉农林开发有限公司、临沧荣尚药业有限公司、

临沧双林苗木种植有限公司、沧源县茂名华建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凤庆恒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凤庆信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凤庆好医生云福中草药有限公司、凤庆县凤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等有成长潜力的企业快速发展。

_Toc100563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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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临沧市“十四五”生物医药重点企业发展目标
营业收入（万元） 企业名称

5000以上

云南福滋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耿马县四方生物科技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云南广福药业有限公司、云县信合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双江盈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临沧道地中药材种植科技
有限公司、凤庆信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凤庆好医生云福中草
药有限公司等

2000—5000 临沧耀阳生物药业科技有限公司、永德沃森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凤庆恒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凤庆县凤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

500—2000

云南奕华农业生物有限公司、云南善源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临沧福大吉农林开发有限公司、临沧荣尚药业有限公司、临沧
双林苗木种植有限公司、临沧惠康中药材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临沧市云瑞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凤庆红色富民种植有限责任
公司等

主要依托机构及企业：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工投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等。

（2）中药材生产、制剂研发及精深加工基地建设

以中药（民族药）、天然药物及健康产品为重点，开展中药

性状、成分分析和安全性等研究，加快推进中药（民族药）、中

药饮片生产加工、植物药中间体及提取物、医疗机构制剂、医疗

器械等产品开发生产，实现产业升级。根据市场需求，筛选和盘

活一批已有批准文号的休眠品种，加大药品生产能力，不断提高

药品加工产值。开发药食同源产品，形成一批中药材特色品牌，

打造一批规模化的生产加工基地。到 2025年，建设产地初加工

基地 3个，培育规范化种植、产地初加工一体生产企业 15户。

（3）推进中药材产业园区建设



- 25 -

以临沧工业园区、双江生物药业产业园区建设为重点，支持

园区企业从事中药材种植、中药饮片和药食同源产品加工、生物

制药，将园区打造成天然药物和药食同源产品研发生产加工聚集

区、全国重要的中药材产品制造基地。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打造一批集种植、加工、生产、康养、旅游为一体的中药材庄园，

与乡村旅游紧密结合，建设一批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和康体

休闲体验园。

3．打造“临药”品牌，加快“云药之乡”提质增效

（1）培育“十大临药”品牌

以滇龙胆、滇鸡血藤、云茯苓、诃子、铁皮石斛、仙茅等优

势产品为重点，打造“十大”大宗道地“临药”品牌。延伸滇鸡

血藤、滇龙胆、茯苓、诃子等中药材大品种产业链，培育一批

中药材大品种，打造地理标志保护品种。加强中药材在食品

添加剂、饲料添加剂、保健品、特殊用途化妆品、日化用品等大

健康产品的开发应用，构建中药材种植、中药饮片、中药提取物

加工、和制剂生产、中成药制造等门类齐全的中药产业体系，形

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市场竞争力强的“临药”知名品牌和

拳头产品，为“云药之乡”提质增效凝聚力量。同时，发展壮

大一批中药材药食两用品种，促进形成一批中药饮片、提取

物、保健食品、功能化妆品等品牌产品。在打造滇鸡血藤颗粒配

方、复方滇鸡血藤膏等系列“十大临药”品牌时，注重兼顾培育

藿香正气水、香砂胃痛散等具有一定生产和研发基础的中药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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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全国知名“临药”品牌。

（2）创建临沧“十大特色民族药”品牌

以西南远志（娘母良）、竹节参、人参娃儿藤（细花根）、大

黄藤、滇雪胆、千金藤（地不容）、葛根等特色传统民族药为开

发重点，发展绿色、生态和有机中药材种植，建立中药材种植质

量标准体系和产品溯源体系，引导地方标准体系建设和构建道地

药材地理标识。鼓励企业开展以功能性食品为主的延伸性产品研

发，探索药材非药用部位综合利用途径，提高综合利用水平，提

高药材原产地附加值。积极引导支持注册商标和品牌建设，创建

大黄藤提取物等临沧“十大特色民族药”品牌，同时注重桑寄生

等具有开发潜力的系列产品培育力度。

（3）统筹宣传推介主体，加强“临药”品牌的宣传推介力度

实施“临药”名品推介行动，发挥宣传部门的主导作用，形成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的宣传体系。通过南博会、商洽

会、药交会及论坛、对接会等各类平台和交易会搭建品牌展示平台，

加大临沧生物医药企业、品牌、产品等要素的推介力度，提高临沧

特色资源和产品的知名度。鼓励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推介活

动，宣传临沧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优势、特色、成效及产业领军人

物、企业家等。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介，大力宣传临沧得天独厚气

候和健康养生优势，吸引更多人到临沧市休闲度假和投资，营造良

好的产业发展环境，促进“云药之乡”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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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六：现代中药科研重点

创新中药：基于含有滇鸡血藤、云茯苓、娘母良等经典名方等现代中药（民族药）
的创新研发；基于大黄藤、地不容等重要植物药单体化合物的应用研究等。主要依托科
研单位或团队：北京中医药大学、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云南省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中医药防治新发突发传染性疾病研究平台等。

中药二次开发：以云茯苓片关键技术研发、娘母良、地不容等民族药独家大品种的
培育及智能制造产业化升级等。主要依托科研单位或团队：云南省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医药防治新发突发传染性疾病研究平台及中医药临床评价研究中心等。

配方颗粒：中药配方颗粒研发及产业化，基于滇鸡血藤颗粒等制剂的特色中药配方
颗粒生产工艺、质量体系及等效性研究等。主要依托科研单位或团队：北京中医药大学、
云南省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医药临床评价研究中心等。

其他中药饮片：云南（临沧）特色中药新型粉末饮片的质量评价与研究，中药饮片
标准和工艺提升等。主要依托科研单位或团队：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云
南省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医疗机构制剂：娘母良、细化根、千金藤（地不容）、大黄藤、滇鸡血藤特色民族医
药发掘及医疗机构制剂研发等。主要依托科研单位或团队：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临沧市中医药（佤医佤药）研究院及佤医院、云南
省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医药防治新发突发传染性疾病研究平台、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药
用植物研究所、云南中医药大学等。

专栏七：健康产品科研重点

云茯苓系列健康食品的研究与产业化，铁皮石斛枫斗健康产品生产，黄精等特色药
食同源资源健康产品开发，娘母良、细化根等特色健康产品开发及应用，食用玫瑰、滇
橄榄、青刺果、核桃等大健康产品研究开发，姜黄健康系列产品的开发与生产，芦荟、
白及等日化产品研发与应用，千金藤、地不容等天然抗菌液提取研发。

主要依托科研单位或团队：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云南中医药大学、
临沧市中医药（佤医佤药）研究院等。

专栏八：打造“十大临药”及临沧“十大特色民族药”规划

培育“十大”大宗道地“临药”品牌：以滇龙胆、滇鸡血藤、云茯苓、诃子、铁皮
石斛、仙茅等为培育重点。

创建“十大”特色民族“临药”品牌：以西南远志（娘母良）、竹节参、人参娃儿
藤（细花根）、大黄藤、滇雪胆、千金藤（地不容）、葛根等为创建重点。

主要依托科研单位或团队：临沧市中医药（佤医佤药）研究院、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药用植物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中医药防治新发突发传染性疾病研究平台等。

_Toc100563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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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做大市场，加快完善生物医药产品商贸流通体系

（1）构建区域流通体系

以边境口岸为重点，在重点县（区）布局建设一批生物医药

产品现代仓储物流中心，建设区域性药品批发配送中心，打造冷

链物流，健全药品保健品供应保障体系。高水平建设临沧中药材

交易中心，做大做强滇龙胆、滇鸡血藤、大黄藤、茯苓、滇重楼、

诃子等区域性特色中药材市场，培育鲜药材区域集散交易市场。

加强中药材市场监管，规范入驻药材市场的准入管理，建立质量

检测、公共仓储、质量可追溯体系。到 2025年，实现中药材流

通交易追溯覆盖率达到 80%以上。

（2）建设生物医药产品商贸基地

加强中药材现代仓储物流中心、区域性药品批发配送中心、

冷链物流建设，健全药材供应保障体系，实现多元化的药材流通

行业发展。推动“互联网+中医药”深度融合发展，建设临药信

息网和临药数据库，构建覆盖全市中药材生产企业、原料基地、

流通企业的产供销网络电子商务平台和产业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促进中药材种植与加工、收购与销售信息畅通，实现资源价值最

大化。完善中药材质量检验检测体系，鼓励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

发展，打击药材种子、种苗和药材种植加工及交易中的违法行为，

提高药材药品生产质量管理水平。

（3）拓宽“临药”市场渠道

加强商贸生产合作，鼓励省内外商贸流通企业销售临沧产

品，引导商贸流通企业与原料种植企业和药品、保健品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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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产销联盟，为生产企业提供市场信息和销售渠道。发展一批

与国内外交流合作的专业化机构，举办各类研讨、交流、展销活

动。鼓励省内商贸流通企业做大做强，带领生产企业特别是中小

企业拓展国内外市场。
专栏九：生物医药产品商贸建设重点

依托云南省中药材交易中心、省医药公司数字化物流中心、国药控股云南公司医
药健康产业园、药品流通冷链物流平台、中国西南中药材（云茯苓）交易中心等建设
平台，开展各县（区）医药配送中心、临沧工业园区、双江生物药业产业园区和互联
网大健康供应链平台及智慧物流基地等平台建设。

四、主要措施和保障条件

（一）加强组织领导，加大政策支持

成立临沧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健全生物医药产业

推进机制，压实工作职责，定期召开会议，分析产业发展情况，

研究产业政策，部署推进工作，协调解决重点企业发展和重大项

目建设关键问题，督促检查产业发展推进情况及配套政策措施落

实情况。各县（区）人民政府要成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领导小组，

促进市、县（区）纵向联动。进一步完善市直部门横向联动机制，

提升各部门推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合力，共同营造推进临沧生

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环境。成立由省内外有关领域资深

专家组成的生物医药产业专家咨询委员会，对全市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前沿态势、产业分析、创新能力、区域布局、重点招商、政

策设计等提供战略咨询。

围绕现代中药、医疗器械、健康产品等领域新产品研发创新、

成果转化、市场开辟、创新服务体系建设等，统筹财政资金，加

_Toc100563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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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投入力度，细化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具体措施。对获

得国家、省级重大医药创制科技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有关重

点专项立项的项目，在政策范围内给予配套支持。重点支持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和重点新产品开发，综合运用公开竞争、揭榜制、

赛马制、定向择优等多种方式，组织重大创新项目。依托临沧市

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等平台，将涉及产业发展的

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纳入国家有关发展规划，争取国家政策支持。

（二）融合招商引智，培引人才团队

拓展“以商招商”引资引智渠道，借助产业链或供应链龙头

企业的信息渠道、商务渠道、人力资源进行招商引资。融汇招商

与引智两大要素，引资引智同步开展，以“龙头企业+科研团队+

基地建设”为主要引入模式，有效促进人才、项目、资本、技术、

载体的高效合作和互动融合。围绕产业链、创新链部署人才链，

进一步加强高层次人才培养引进工作，多渠道引进产业高端管理

人才、科研领军人才、高层次技术人才和创新团队。

重点引进国内外实力较强的制药企业和人才团队，通过行业

兼并、重组及合作等方式来临投资建设中药材原料基地和生产加

工企业，充分汇聚行业顶尖资源，赋能临沧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

发展。同时，加强与各类投资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采取

上市融资、股权投资、信用担保、风险补偿、债券融资以及资产

管理等多种方式和机制，推进基地建设、产品开发、成果转化和

产业化、企业培育、品牌打造、市场拓展等。

_Toc100563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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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大扶持引导，推进项目实施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领作用,统筹各级相关部门资金重点

扶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将产业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纳入临沧市

支农政策支持范围。完善政银企合作机制，建设政策性担保体系

和政府增信体系，引导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鼓励中药材龙头

企业主动创造融资条件，运用上市、发债、信托、资产支持证券

等金融工具，拓宽融资渠道。引导社会资本跟投跟贷、联合投资，

共同参与临沧市中药材产业项目建设。

实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专项，组织实施一批重点项目，支撑、

引领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依托龙头企业和研发力量雄厚的科技研

发机构，针对生物医药重点领域发展需求组织策划一批“产学研

用”相结合的重大项目。以龙头企业和重点品牌产品做大做强为

目标，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改造、二次开发等，实施一批提

质增效项目。以打造产业集群为目标，支持重点企业、重点园区、

重点品牌策划实施一批重点项目。鼓励园区围绕基础设施建设、

重点产业基地建设、重大科研平台建设，策划一批前期项目，实

施一批重点项目，强化跟踪管理和服务保障。

（四）强化科技支撑，提升创新能力

依托市内外科技力量，组建临沧市中医药（佤医佤药）研究

院等研发机构。建立专家研究团队，开展课题研究、产业技术攻

关研究、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等工作，为全市产业发展提供

持续有效技术和人才支撑。建立健全适合中医药发展的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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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评价体系和管理体系，统筹中医药科技资源，推动中医药

科技创新，加快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和成果转化。鼓励支持市内医

药企业与医药科研机构、医疗机构、大专院校合作，开展中药新

药研究和开发。以配方颗粒、提取物、化学药、现代中药及健康

产品等领域为重点，提升和建设一批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和专业化

研发平台，形成完善的生物医药研发和技术服务链，不断提升生

物医药创制能力。

按照“高起点、现代化、多功能、科技型”的标准，依托 5

个“云药之乡”、临沧市中医药（佤医佤药）科学研究院和现有

的科技创新平台，开展药材品种引进优选试验示范，建设一批组

培、智能温室、日光温室和大棚等现代种苗繁育设施，为临沧基

地建设提供优质种子种苗，通过技术研发和新品种、新技术、新

工艺引进应用，建设规范化基地，促进中药材精深加工和深层次

开发，延长产业链。加强中药材产业技术培训，打造一批懂技术、

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农民，建立药材种植、加工、质量管理、

市场营销和信息化的综合服务体系。

（五）强化数字赋能，重视安全保障

推进生物医药领域资源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建

设。应用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提升建设

临沧生物医药产业大数据中心，进一步完善覆盖全市的生物医药

企业、中药材基地及流通企业的产供销网络。推动建设临沧生物

资源数字化集成中心，实现生物资源科学数据共享、交易、计算。

发挥产业大数据平台作用，推进研发、生产、审批、销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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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环节实现数据共享，打破部门数据壁垒。

加强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加强对高风险、中

风险生物技术研究、开发活动的监督管理，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依托云南省科技伦理委员会等机构，加强统筹和指导，强化科研

伦理监管，规范各类科学研究活动，加强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

员安全培训，保障生物技术安全和健康发展。全面推进药品安全

法规标准体系建设，突出提高监管效能，提升药品监测评价、审

核查验、检验检测、智慧化监管能力，实现安全监管与产业发展相

互促进。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结合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加强生物

技术产品开发及应用过程中环境保护工作，保障生态安全。

（六）加强评估督导，加强绩效考核

建立规划实施情况动态评估机制，分年度制定任务清单，定

期对各县（区）和市直有关部门贯彻执行规划进行督导。构建重

点企业运营和重大项目建设督导服务机制，加强企业运营监测和

重点项目建设调度、跟踪和服务，促进项目尽早开工建设、竣工

投产。

将生物医药产业统计指标体系纳入全市法定统计范围。强化

对工作推进情况的跟踪督查，建立市、县（区）两级产业发展考

核制度，将规划实施完成情况纳入对各县（区）人民政府和市级

有关部门的年度综合考评内容。

附件：主要任务和重点工作责任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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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主要任务和重点工作责任分工
一、主要任务

序号 主要任务 责任部门

1 做优品质，加快推进中药
材优质原料基地建设

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和草原局、市发展改革委、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生态
环境局、市市场监管局，各县、区人民政府

2
做强产业，培育壮大龙头
企业，提升精深加工及研
发能力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投资促进局、市财
政局、市商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
监管局，各县、区人民政府

3 打造“临药”品牌，加快
“云药之乡”提质增效

市市场监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科技局、市商务局、市投资促进局、市财政局、市发展
改革委、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区人民政府

4 做大市场，加快完善生物
医药产品商贸流通体系

市商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科
技局、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投资
促进局，各县、区人民政府

二、重点工作

1 引进种植品种
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和草原局、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

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市场监管局

2 各县（区）林下中药材种植品
种区域规划

各县（区）人民政府

3 林下良种繁育基地建设
市林业和草原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市场监管局，各县
（区）人民政府

4 中药材种植科研
市科技局、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市

林业和草原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生
态环境局，各县（区）人民政府

5 药材种植基地建设
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和草原局、市科技局、市财政局、

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生
态环境局，各县（区）人民政府

6 现代中药科研
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卫

生健康委、市市场监管局

7 健康产品开发
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卫生健

康委、市市场监管局

8 打造“十大临药”及“十大
特色民族药”

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和草原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
科技局、市商务局、市投资促进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市场监
管局、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区）人民政府

9 生物医药产品商贸建设
市商务局、市投资促进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

革委、市农业农村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市场监管局，各县（区）
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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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
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8月 22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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