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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博士的蓯蓉生意經
棄高薪回鄉泡土 綠化荒山種藥材

賈存勤曾師從被業界尊稱為 「肉蓯蓉之父」 的中
國肉蓯蓉首席科學家北大教授屠鵬飛，並在北京以嶺
藥業任職副總經理。但2014年，賈存勤和另外2個合
夥人籌集100萬元，懷揣着百億元級肉蓯蓉大健康產
業的夢想，斷然回到家鄉甘肅白銀市，在靖遠縣、景
泰縣種梭梭綠化荒山，再接種發展肉蓯蓉。結果因管
理不當，用人不慎，1年就花完100萬。合夥人退出解
散，賈存勤主動承擔了其他兩人的全部損失。

每公斤60元 今年袋300萬
賈存勤直言： 「這個產業4年後才能見效，就是起

步艱難，但資源獨特，一舉多得……現在我們談合作
，技術和研發能力是重要內容。」

在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賈存勤一再堅持： 「
先到景泰的基地看一下，看了就清楚了。」 景泰基地
在祁連山脈尾部的老虎山下，前往基地的道路塵土飛
揚，但賈存勤信心滿懷地說： 「看到了嗎？山下綠色
的那片，17年10月開始種梭梭的，19年開始在比較大
的梭梭樹下接種肉蓯蓉，明年就可開挖了，畝產可達
100至150公斤。」

賈存勤續稱： 「今年靖遠基地有1000畝可開挖，
那邊海拔高，畝產在100公斤內，一公斤原藥在40至
60元，一畝收入可達3000元，今年原藥材收入至少在
300萬元。」

屠鵬飛在2016年曾提出 「打造肉蓯蓉大健康產業
，培育五百億中藥材大品種」 產業發展思路。賈存勤
決心將他的產品培育成年銷售額達10億元的大品種，
他估測，若啟動該戰略，十年可形成種植100萬畝、
治理沙漠100萬畝、年產值100多億元產業規模。

賈存勤介紹，已實驗引進更耐旱、易活，接種效
果更好，肉蓯蓉產量、品質更高的北美植物四翅濱藜
，正增加栽種面積。他解釋：「這些植物適宜於土地沙
化和荒漠化嚴重地區大面積種植，能防風固沙、保持
水土，有很好的生態效益。在國家主體功能區規劃中
，甘肅近88.7%的國土面積被納入限制開發區域，而
在這些區域完全可大面積種植梭梭、四翅濱藜等。」

植樹4萬畝 引領農戶致富
但肉蓯蓉產地多在經濟發展滯後、生活條件艱苦

地區，人才難引入、難培育、難留住的 「三難」 窘境
是現實。賈存勤坦言，他的產業基地，連合適的技術
人員都很難招聘到。

記者採訪時，當地農民也說： 「也想不通賈存勤
北京好好的不待着，來這裏整天泡在土裏，曬得像個
農民！」 記者問賈存勤： 「為何回來？」 他解釋稱：
「就是一種情懷！幹這個產業必須有情懷！春冬季節

那個風沙大得你們沒法想像，但我們幹得心情好，在
這裏有真正的成長！」

賈存勤是土生土長的甘肅省靖遠縣糜灘鎮人，
2020年初，國家發布了對黨參和肉蓯蓉等9種物質開
展藥食同源的物質管理試點工作的通知，賈存勤四處
奔走，建議甘肅省將肉蓯蓉納入試點物質範疇，使甘
肅成為在國內率先上報國家相關產業發展計劃的省份
。如今，賈存勤帶動當地種植梭梭樹近4萬畝，給荒山
披綠，並帶山區農戶致富。

沒有足夠的支持，沒有強力
的資金投入，賈存勤以技術引導
的拓展方法雖艱難，但還是吸引
了一些有眼光的種植大戶。劉泰

山是景泰縣的農民致富領頭人，他追隨賈存勤
種梭梭6000畝，今年接種肉蓯蓉300畝。劉泰
山還成立合作社帶領100多貧困戶共同種樹，
他對這個產業未來的效益十分看好，並稱： 「
將來合作社掙的錢多了，自然還要研究給農戶
們更多的分紅。」

劉泰山成立合作社帶領100多貧困戶共同
種樹，政府給每戶的2萬元（人民幣，下同）
產業發展基金是他的重要資金來源。他介紹：
「我要負責每年給100多農戶8%的分紅，他們

來打工的人每天有100元工資。」 他還考慮通
過其他辦法再掙些錢投進來，多種些樹，也希
望能通過它帶領鄉親共同致富。但劉泰山也
直言： 「4年才能收益，我這6000畝周轉
資金200萬元都不夠。」

雖然投入很多還未收穫，但對賈存
勤的技術，劉泰山是十分敬佩，他解釋
： 「我們從來都是春季植樹，但如澆水
跟不上，全都白種。賈博士要求秋季
種樹，在雨季一遍一遍深鬆土地，然
後種樹。在我們這樣的地方，種的樹
都活了，這一招我佩服透頂。而且他
一點都不保留，我說想跟他種梭梭，
他馬上說種吧，毫不保留地把技術全
教給我。他堅決反對春季種樹，態度
很強硬，誰說都不行。」

記者在賈存勤的基地看到一些農民
正在鬆土、澆水，幹活的女工盧長霞告
訴記者，她家以每畝30元流轉了10多畝
地給基地10年，並在基地已打工4年，日
工資100元，年收入2萬左右，村上7、8個

姐妹在這打工。她表示： 「這是旱地，我們
幾十年都沒種了，一直荒着，現在賈博士把這
改造好了，山都變綠了，站在我們莊子上就看

到一片綠，我們可高興了，也有事幹了。」
記者採訪到賈存勤靖遠基地打工的農民王世

萍、賈科祖，他們一年都能收入1至2萬元，工資從
未拖欠過，還有土地流轉費，賈科祖家以每畝30元，將

40多畝地流轉給賈存勤的公司40年。賈科祖樂觀道： 「好
事！山綠了，肉蓯蓉也種上了，我們還能在家門口打工，女

人們原來都沒活幹，現在也能打工。賈博士為家鄉做了好事，為農
民做了好事！」

「肉蓯蓉研究和產品開發
，做得最早、最好的是日本，
但原料是中國的，我們就是要
以日本產品為目標，開發我們

自己的同等或更高水平的產品。」 賈存勤
剛剛從上海、浙江回來，他直言上海、浙
江做肉蓯蓉的商家已看好他的種植、研發
和生產加工優勢，雙方建立密切合作關係
，開發和生產肉蓯蓉系列產品，力爭 「
優＋優」 創造更高端優質產品。預計3年
後，賈存勤2萬多畝基地均可穩定採挖，

做成億元級產業指日可待。
賈存勤拿出日本肉蓯蓉壓片糖果讓記

者品嘗： 「我們這次為包裝做了很多嘗試
，如紙的顏色，如何做到國際水平。」

賈存勤最自信的是肉蓯蓉酒和酵素。
他介紹： 「我們研製出釀酒的獨特技術，
色澤十分清透，大家看到就想喝，更不要
說還有滋補養生功效了。」 他還成功開發
出肉蓯蓉酵素，並請記者品嘗： 「酵素對
人類健康有重要作用，國外已大量消費，
隨着國內消費層次的提升和大家對健康養

生的重視，酵素的需求量將大大提升，肉
蓯蓉酵素是少有的營養更豐富獨特的產品
，我們在2至3年把它做到幾個億應該沒有
問題。」

近期賈存勤已在考察設備，生產場地
已確定，設備到位，今年肉蓯蓉挖出來，
即可開始酵素等高端產品的生產。他分析
普通水果酵素1公斤價格都在上百元人民
幣，國外進口的更高，肉蓯蓉酵素是特色
酵素，應該會有更好的價格，100噸酵素
就已價值億元。

「甘肅作為中藥材主產區
，關鍵是缺少大品種和獨家品
種，因此製藥企業規模都較小
。」 賈存勤對藥品的市場分析
與常人不同，他認為，甘肅製

藥產業的發展與北京相差10至15年，但獨
特的環境和資源無可替代，最主要是要調
整產業發展思路和產業布局，特別要尊重
、重視人才，依靠人才和科技發展產業。

賈存勤指出，國家的自主創新科技

政策是從北京中關村試點的，2009年、
2010年那時他正在北京，北京的 「1＋6
」 系列政策的出台是北京政府部門反覆
調研的結果。他坦言： 「那時，北京各
部門的人員不停到我們企業來調研。甘
肅的蘭白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已批覆建
設幾年了，但沒有什麼人來我們企業和
基地調研過。」

據悉，賈存勤曾開發一個肉蓯蓉茶飲
品，因當時肉蓯蓉還未被國家列入藥食兩

用目錄，被地方相關部門發現後嚴厲處置
，甚至說要罰款。賈存勤表示： 「那個產
品當時只是我們的研發試驗品，並不是商
品。」 儘管對肉蓯蓉產業滿懷信心，但賈
存勤坦言，未來仍任重道遠。

不過他信念堅定，正如他講起前輩
老領導吳以嶺院士帶領他們發展以嶺藥
業的情景時說： 「以嶺能有那麼多好的
單品，是因為她有好的思想和沉澱，有
底蘊！」

肉蓯蓉，又名大芸
，是內地西北地區名貴中
藥材之一，被譽為 「西部
仙草」 「沙漠人參」 。具

有補腎陽、益精血、潤腸通便等功效，為
臨床使用頻度最高的補腎陽藥物，廣泛用於

中成藥和保健品。
甘肅、內蒙古、新疆是內地野生肉蓯蓉的傳

統三大產地。種植產業具不爭地、不爭水、不爭人
的 「三不優勢」 ，有耐旱、耐寒、耐鹽鹼的 「三耐

特點」 ，是兼具經濟、生態和社會效益的產業。
野生肉蓯蓉寄生在梭梭樹根部，梭梭種植後可生長

五、六十年，利用梭梭樹根部接種肉蓯蓉，接種一次，可連續採挖5至7年。上世
紀七、八十年代，濫採濫挖導致野生肉蓯蓉瀕臨滅絕，國家實行禁挖保護措施。

賈存勤助力精準扶貧情況統計表
流轉土地

戶數
靖遠
景泰
合計

大公報整理

272
292
564

分紅

面積/畝
5885
6800
12685

戶均流轉費/元
649
698

674.4（平均）

就業

戶
280
298
578

戶均數/元
321.4
1342.3

847.8（平均）

人數
60
86
146

人均收入/元
4100
4500

4335.6（平均）

北大博士賈存勤放棄北京高薪，回
鄉發展肉蓯蓉產業。他在甘肅的1000畝
地，今年將開挖肉蓯蓉，僅原藥材收入
就至少達300萬元（人民幣，下同）。
除銷售原藥材，還將陸續推出肉蓯蓉切
片、肉蓯蓉酒、酵素、壓片糖果等高端
產品。賈存勤決心帶動區域肉蓯蓉產業
整體發展，因地制宜培育西部100億元
級新型大健康產業，該戰略將變革性地
開發出鹽鹼化、荒漠化土地的價值，將
自然稟賦劣勢變為產業優勢。

大公報記者 楊韶紅 劉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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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來源：：康美中藥材價格指數康美中藥材價格指數

具補腎益血功效

掃描微信公眾
號二維碼，關
注新經濟故事

掃描微信公眾
號二維碼，觀
看採訪視頻

▼

賈
存
勤
介
紹
日
本
產
品
壓
片
糖
果

大
公
報
記
者
楊
韶
紅
攝

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