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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车厂村“中药材扶持”项目的运作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05 年，在甘肃省经贸委的支持下，本公司当归药源基地建设项目正式立

项，并获得国家中药材生产扶持项目资金 100 万元。项目于 2005 年 6 月申报，

2005年 9月国家经贸委批复实施，2007年 12月结束。项目运行情况如下： 

（1）项目立项背景 

随着中国中药产业的稳步快速发展和中药材野生资源的日益枯竭，中药材种

植行业正式迈入快速发展建设阶段。当归是甘肃道地大宗中药材，岷县、漳县、

宕昌、渭源和卓尼等县为优势种植区域，种植面积和产量占到全国总量的 75%以

上，逐步形成了以岷县为主要区域的优质当归基地。 

佛慈制药作为甘肃省中药龙头企业，有着 80 余年的生产经营历史，常年生

产浓缩当归丸、逍遥丸、舒肝丸等以当归为原材料的优质中成药品种 20 多个，

当归的年需求量在 300吨以上。建立大宗药材的 GAP基地不仅是国家规范中药材

生产、提高中药材质量的重大决策，也是公司质量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2）项目运行情况及产出效益 

本项目总投资 100万元，按照《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在漳县金

钟镇大车厂村建立 1,000亩当归药源基地。项目运行情况及产出效益如下： 

①管理模式 

基地采用“公司+科研+农户”的组织运营模式。公司主要负责无偿提供农

药、化肥和农膜、技术培训和产品回收及种植过程的组织管理等；合作科研单位

主要负责种植关键技术的试验研究；签约农户主要负责种植地块、种植材料等的

投入、大田管护等。 

②公司委派人员情况 



  

公司专门成立了药源基地建设部，并指派中药材栽培相关专业人员 4名到基

地工作，主要承担种植技术指导、人员培训等基地管理工作，并负责建立完善基

地管理机制和质量控制体系，对整个种植过程进行严格管理。 

公司与甘肃农业大学、定西市农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紧密合作，在漳

县大车厂村建立试验田，由科研合作单位派 2名研究专家和 4名研究生，开展当

归种质资源选育、良种繁殖、大田栽植试验、土肥试验、病虫害综合防治、最佳

采收期等研究工作，并制定了当归规范化种植技术规程和产品质量内控标准。 

③产出效益情况 

本项目的有效实施，使公司不仅在药源基地建设方面获得大量科研技术成

果，而且在产地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为后期

药源基地扩建打下良好基础；项目完成后，公司对基地种植的当归全部组织回收，

可以满足公司对优质当归原料药材的需求。 

（3）拟种植面积与前述项目种植面积的比较 

公司本次拟在甘肃漳县的金钟镇和大草滩乡投资 1,023.90 万元建设当归药

源 GAP种植基地 10,000 亩，其具体分布如下： 

所在乡镇 所在村 所在生产队 种植面积（亩） 

大草滩乡 

新联村 
香房社 500 

协店子社 500 

酒店村 

前头弯社 500 

上大弯里社 500 

大小沟社 1,000 

石咀村 

黄崖沟社 1,000 

洞底下社 500 

棉柳社 1,000 

金钟镇 

大车厂村 

上庄社 1,000 

吊河社 250 

耿家门社 250 

酥油沟村 

后沟社 500 

中沟社 500 

下沟社 500 

寨子川村 

对坡社 700 

窑沟社 700 

大石门社 600 

而前述“中药材扶持”项目总投资为 100 万元，在漳县金钟镇大车厂村建立

1,000亩当归药源基地，故本次拟种植面积与前述项目种植面积基本匹配。 



  

（4）本次募投项目效益实现的有效措施 

公司本次拟在甘肃漳县的金钟镇和大草滩乡投资 1,023.90 万元建设当归药

源 GAP 种植基地 10,000 亩。通过本次募投项目，公司将投资完善基地的组织运

营机构和生产经营配套设施，进一步转化基地现有科研技术成果，扩大基地生产

规模，建立万亩当归药源基地。保障项目效益实现的有效措施有： 

①发挥当归产业自身优势，全面提升基地的综合收益 

当归具有道地性强、环境适应性差、传统产区少的特点，而且产区整体生产

管理水平较低、产品质量良莠不齐、价格差距很大。从各地的实践和目前的发展

态势看，当归 GAP产业的附加值高、成长性好。因此，公司将在基地建设项目中

获得产品价格红利。 

②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延伸产业链，提高基地产品附加值 

随着“中药材扶持项目”的有效实施，公司在基地建设方面，不仅掌握了当

归选种、育苗、移栽、病虫害综合防治、最佳采收期、保质仓储和产地加工等关

键生产技术，而且探索出“公司+科研+基地+农户”的基地高效运营模式。以上

科研技术成果的有效转化既能保证当归药源基地的高效低成本运营，又能因提高

当归的单产指标而保证农民的增产收益，还能保证投资者因能获取优质原料，通

过采用优质优价营销策略，进而实现产品的较高收益。 

③发挥基地质量品牌效益，确保公司产品价格优势 

公司将对当归质量标准进行提升研究，增加指纹图谱，农药残留和重金属等

检验项目，最大程度保证产品质量的“安全、有效、稳定、可控”。产品质量标

准提升后，既能增加产品的出口形态，又能扩大产品的出口数量，还能提高产品

的出口价格。因此，以上技术措施大幅提高了产品的出口收益。 

④提高基地生产管理水平，努力降低产品生产成本 

公司通过在产地投资建立工作站、仓储基地、初加工基地等必需的基础设施，

组建了专门的基地管理运营机构—甘肃佛慈中药材经营有限公司，进一步发挥子

公司的职能优势和产地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头作用，以此来降低基地的管理运营成

本，扩大基地生产经营规模，增加产品产出效益。 

⑤扩大基地的品牌影响力和质量规模效应，确保公司产品价格优势和收益增

值 



  

公司将通过申请国家《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不断完善 GAP基地

的生产质量控制体系，以此提升产品的质量和品牌影响力，实现产品优质优价。

而且，公司一万亩的种植规模将在推进当地结构调整、发展壮大区域经济和增加

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公司力争将在项目扶持和税收减免等方面获得国

家支持，进一步降低基地管理运营成本。 

另外，公司还将通过品牌创新，包括产品包装设计、专利申请等技术手段和

物联电子商贸等经营手段，实现基地规模化、规范化、品牌化生产经营和可持续

建设。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