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省長親赴港推介

當日，祿智明聽取了省商務廳、省農委、省藥監局等部門關於此次赴港活動
的組織準備情況，並明確即日起貴州赴港參展代表團正式成立，參加本月

16日在港舉辦的2012美食博覽、國際茶展及國際現代化中醫藥展三大展會。
「2005年以來，貴州省陸續參加了多次香港『三大展』，來自原生態貴州的綠

茶、生態保健食品以及神秘的苗藥文化受到香港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後續效應
不斷延伸。貴州今年再次組團參加此次盛會，希望通過特色裝修、實物展示、文
化展示、項目推介等多種方式，向港人推介『多彩貴州』。」祿智明在接受記者採
訪時表示。
在當天的會議上，祿智明詳細詢問了活動中的各項細節，他強調，省委、省政

府高度重視此次赴港參展活動，各有關部門、參展企業要把這次展會作為展示貴
州形象和精神風貌的良好契機，多角度、全方位的向香港市民展現多彩貴州的獨
特魅力，確保此次活動圓滿成功。

貴州團顯「三大特點」
與此前相比，今年貴州省代表團參展表現出三大明顯特點：首先，參展規格

高。貴州將由分管副省長祿智明親自帶隊赴港參展，以提高參展規格，擴大貴州
三大優勢產業的影響力。

其次，參展規模大。截至目前已經確定有31家食品企業、21家茶葉企業及16家
中醫藥品企業共計68家企業146人將赴港參加此次展會，共設85個展位。企業參展
費用享受國家中小企業開拓資金及西部發展資金補貼，這也吸引了更多企業報
名。
再次，此次參展打破了原來各自為戰的組團格局，由貴州省商務廳牽頭，省農

業委員會、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等分工協作，覆蓋三大優勢產業，系統性更強。

優勢產業積極「走出去」
被問到為何會組織這麼高規格、大規模的參展團隊時，祿智明表示，貴州省

委、省政府期望加強黔港兩地在現代特色農業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希望通過一系
列的參展活動，借助香港的國際平台，打通貴州特色農業、特色食品工業、綠色
食品和有機食品等走向世界的通道，展示貴州原生態食品、茶葉及中醫藥等優勢
產業。
祿智明認為，香港美食展、茶展及中醫藥展已成為香港規模最大、知名度最高

的大型展覽盛會，香港通過不同方式為參展者締造豐盛商機，提供渠道拓展中國
內地、亞洲以及世界各地市場。2011年有來自60個國家或地區的買家在博覽會進
行洽商採購，而今年將匯聚來自世界各地超過1400家參展商。
祿智明希望在本次展會上貴州有三大收穫，一是與兩岸三地和海外有更多投資

合作機會；二是通過多種經貿活動推出貴州特色優勢產業；三是借此平台宣傳多
彩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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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四大中藥寶庫」之一，貴州素有
「夜郎無閒草，黔地多靈藥」的美譽。豐富的中藥
材是貴州的一大財富，也是其藥業得以快速發展
的寶貴資源。

資源優勢 造就「中藥寶庫」
貴陽中醫學院何順志教授認為，貴州得天獨厚

的自然環境非常適於中草藥生長，適於家種家養
藥材及引種「馴化」，獨特的地理優勢造就了貴州
豐富的中藥和獨具特色的民族藥資源，貴州也自
然成為中國的民族醫藥工業生產的重要寶庫。
今年4月，貴州省公佈了2010年度全省中藥現代

化產業主要統計數據：全省中藥材種植和野生保
護撫育總面積236.35萬畝，總產量為71.11萬噸，總
產值36.43億元。全省中藥材種植面積上萬畝的品
種有杜仲、黃柏、厚樸、刺梨、銀杏等23個。其
中，種植面積十萬畝以上的品種有杜仲、厚樸、
銀杏等8個。

政府引導 黔藥謀突圍
近年來，隨㠥貴州省中藥現代化科技產業基地

建設的迅猛發展，以中藥製造業為主的貴州民族
藥業不斷閃現經濟增長點。
貴州省委、省政府將中藥材產業發展作為推動

特色新型工業發展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抓
手。2005年，《貴州省發展中醫藥條例》通過，為
貴州省遍佈黔山的民族藥材走出深山，制定了時
間表。業界人士表示，貴州中藥業的發展得益於
國家《中藥現代化發展綱要2002年——2010年》和
《醫藥創新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兩個
政策的出台。
為了加快貴州民族藥業發展，貴州省委辦公

廳、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出台了《關於完善體制機
制加快推進中藥材產業化現代化發展的意見》。意
見指出，未來幾年內通過完善領導體制、工作體
制和投入體制，貴州將進一步加快中藥產業建設
的進程。與此同時，貴州還將力爭在2015年實現中
藥材種植面積達到500萬畝以上，實現民族醫藥工
業總產值500億元以上，建成三個中藥材交易市
場，努力將醫藥產業打造成貴州省經濟發展後續
支柱產業。
隨㠥今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關於支持和促進

貴州省中醫藥、民族醫藥事業又好又快發展的實
施意見》的出台，一條黔藥突圍之路正在鋪開。

黔藥現代化 藉此振羽翼
近年來，以中藥材為原料的保健品、食品、化

妝品、食品添加劑等相關產品悄然興起，中藥提

取物被廣泛應用，「中藥現代化」也成為中藥業
發展的新方式。為實現其產業的現代化和標準
化，貴州省專門出台《關於推進中藥現代化科技
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和《貴州省「十一五」中
藥現代化產業發展意見》。到2010年，貴州全省醫
藥行業共有原料藥和製劑128家，中藥飲片15家。
全省醫藥行業累計藥品批准文號達2280個，其中中
成藥1191個，通過GMP認證的中藥（民族藥）製
藥企業有118家；通過GAP種植基地認證的企業有3
家。全省醫藥行業規模以上製藥企業有95家。
規模以上製藥企業中，中成藥工業總產值156.42

億元，銷售產值126.20億元；全省中藥民族藥製劑
品種達656個，其中，具有獨立知識產權的獨家民
族藥品種154個。仙靈骨葆膠囊、艾迪注射液入選
國家保密品種。

2011年，貴州省眾多食品生產企業參加香港美
食展，具有特質性的食品備受採購商和消費者歡
迎。遵義匯豐源公司的竹筍系列產品、遵義粒粒
香食品廠紫紅薯食色素、威寧馬鈴薯、畢節大
蒜、大方辣椒、六盤水的刺梨飲料及果脯等都很

受外方企業歡迎。這些產品之所以受垂青，就是
因為它們具有特色性，「人無我有，人有我
特」。
貴州生態環境條件較好，是生產綠色食品的好

地方。 貴州特色食品在國內外已具有一定的影響

力和知名度，企業建立起了比較穩固的銷售網
絡。本次展會，貴州省共組織31家食品企業參會，
展品涉及辣椒製品、果蔬製品、貴州臘味等特色
綠色食品和民族民間工藝品等特色旅遊商品，將
成為本屆香港美食博覽會的一大亮點。

■貴州省副省長
祿智明出席貴州
綠茶推介活動

本報資料圖片

■施秉頭花蓼GAP基地 本報資料圖片

■祿智明考
察湄潭縣綠
色食品工業
園區
本報資料圖
片

夜郎無閒草 黔地多靈藥

貴州綠茶
秀甲天下

貴州美食：特質就是效益

8月7日，貴州省副省長祿智

明宣佈，即日起貴州正式組團參

加將於本月16日在香港舉辦的

2012美食博覽、國際茶展及國

際現代化中醫藥展三大展會。他

也將親率由64家貴州美食、醫

藥、茶葉企業組成的貴州代表團

赴港參加此次盛會。

「此次赴港，貴州代表團規格

高、規模大，希望在宣傳多彩貴

州的同時，借助香港的『國際窗

口』，展示貴州原生態食品，茶

葉及中醫藥等優勢產業，開拓國

際市場。」祿智明表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路艷寧

貴陽報道

祿
智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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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是茶樹的原產地和古老茶區之一。提起貴州茶，
「高海拔、低緯度、寡日照」等字眼便浮現在眼前。貴
州所產茶葉具有香高馥郁、鮮爽醇厚、湯色明亮的獨特
品質，在歷史上多種茶葉被列為貢茶。「是真正的高山
生態有機茶。」中國茶葉學會常務副秘書長周智修如是
說。

產值60億最具優勢
統計數據顯示，從2007年至今，貴州省茶產業綜合產

值由6億元增加到60億元。茶產業已經成為貴州省最具比
較優勢的綠色產業。
據貴州省農委負責人介紹，近5年來，全省累計整合

各類財政資金投入茶業專項資金20餘億元，新建茶園以
年均70萬畝的速度增加。截至2011年，全省茶園面積430
萬畝，居全國第二、綠茶種植面積全國第一，2015年將
實現700萬畝目標，在10年內完成千億產值幾成定局。
目前，貴州茶園集中度和專業化、規模化、標準化水

平大幅提升，建成集中連片20萬畝以上的縣有4個，10萬
畝至20萬畝的縣14個，萬畝以上鄉鎮123個，萬畝以上村
26個。
同時，貴州省茶葉加工企業發展到829家，初步形成了

大中小並舉的加工企業集群。工商資本、民營資本不斷
湧入茶產業。茶葉專業合作社發展到363個，農民組織化
程度明顯提高。這為調整農業農村經濟結構、推動農村
經濟提速轉型積累了寶貴經驗。

多措並舉 推黔茶發展
這些年來，在貴州的茶葉產業發展過程中，政府「有

形的手」一直推動㠥該產業大步向前。
在今年召開的貴州省茶產業發展大會上，時任省長、

現任省委書記、省長趙克志對茶產業作出部署，要求從
基地、加工、市場、宣傳推介全產業鏈系統，引進境內
外戰略投資者，實施跨行業、跨區域、跨所有制經營，
形成多元化投入機制，把茶青列入鮮活農產品運輸綠色
通道目錄，鼓勵銀行開展具有良好資質的茶葉中小企業
集群融資業務，積極推行倉單、提單質押融資業務。
其實，早在2007年，貴州省委、省政府就下發了《關

於加快茶產業發展的意見》（黔黨發〔2007〕6號），把茶
產業作為全省重點發展的優勢產業，明確了省財政每年
預算3000萬茶產業發展資金，加快發展貴州茶產業。特
別是中央現代農業資金連續專項扶持貴州茶產業後，對
該產業發展更是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
此外，貴州通過連續多年舉辦「貴州國際綠茶博覽會」

和積極參加國內及國際多項茶葉經濟文化交流等活動，
不斷擴大黔茶在國內外市場上的影響力。

品牌建設 補黔茶短板
貴州茶葉在全國佔有重要位置，但是由於茶名多、品

牌雜、規模小，多個地方的茶場實際上變成外來茶商的
廉價原料供應基地，商品優勢、產業優勢、經濟優勢還
不夠明顯，打造黔茶品牌已經成為發展壯大茶產業的關
鍵。
自2007年黔黨發〔2007〕6號文件出台以來，貴州省以

「貴州綠茶．秀甲天下」為總品牌，在「十一五」期
間，共組織參加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寧波、西
安、成都、香港、台灣等茶博會20餘次，獲得各類金獎
300餘個。省內舉辦了多屆中國．貴州國際綠茶博覽會和
萬人品茗活動以及體驗式推介，上百萬人次消費者免費
品嚐了貴州綠茶，「貴州綠茶．秀甲天下」總品牌和貴
州綠茶的優良品質在全國廣為傳揚。
目前，貴州已經有都勻毛尖、湄潭翠芽、正安白茶等

公共茶葉品牌。為了整合貴州茶葉品牌，由煤炭大亨—
—盤江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控股的茶葉企業——
貴州貴天下茶業有限責任公司將貴州省都勻市、湄潭縣
原有茶葉品類整合，集中在「貴天下」統一的企業品牌
名下，寄望將貴州綠茶打包推向兩岸三地及海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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