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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佰卯算了一笔账：一株成熟的七叶一枝花浑身都
是宝，它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药用价值。制成中
药材后里面的花可以卖到每公斤1600元，而茎秆的价
格在每公斤800元左右。去年3亩种植基地除去各种成
本，带来了1.5万多元的纯收入。

看到邹佰卯取得了成功，其他村民也跃跃欲试，纷
纷出资出力，加入到种植七叶一枝花中来。

未来如何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邹佰卯有着自己
的打算。“明年我还想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带动更多的乡
亲们一起来种植中药材，让更多像我一样的农民能够靠
双手创造幸福生活，而且我也很乐意分享我的种植技术
和经验。如果这个产业在我们这里发展成了规模，这是
件大好事，销路更不成问题了。”邹佰卯说道。

●壮大规模 绘就新蓝图

要想富，先修路。邹佰卯介绍，受场地的限制，
他家的种植基地与村道没有连通，运输车辆无法进
入，这也一度成为他的烦心事。因为资金有限，为了
打通这“最后一公里”，邹佰卯反复与村民做工作调
换土地，同时和妻子亲力亲为，挑土担石都是自己
来，最终一条长10米的土坯路被打通，汽车能够直
接开到药材基地。这条路也成为了邹佰卯种植中药
材的发家“致富路”。

2018 年初，由于邹佰卯家位置太过偏僻，为了
改善他家居住环境，村“两委”帮他家争取到了易地
扶贫搬迁指标，而此时邹佰卯的中药材种植产业才
刚刚起步，他怎么也不愿意搬迁。“如果我搬走了的
话，那这些种下的中药材怎么办，我辛勤劳动的汗水
不就白流了嘛。房子以后还可以自己建，但是机会
稍纵即逝。”邹佰卯坚定地说道。

“这些中药材就是我的宝，我盼望着它们快快长。”
邹佰卯打趣道。自从种上了中药材，他整个人都变了，
一心扑在基地里，挖土、栽种、除草、施肥，每天都在地
里不停地忙碌。5月雨水天气多，基地里杂草长势猛，
这样会影响七叶一枝花的生长和产量。只要雨一停，
邹佰卯总会不顾路面湿滑和泥泞，赶到基地除草。

●扎根沃土 开辟致富路

今年57岁的邹佰卯因病致贫，家里还有一个
在读小学的孩子，以前一家人仅靠种植水稻和马
铃薯生活。“以前我也去广州打过工，在工地上扛
水泥、搬砖。后来年纪大了，干这些就比较吃力，
所以就回到了老家。”邹佰卯说，2013年，他借钱
在家里购买了5头种牛，搞起了养殖业。没想到，
因为自己技术不过关，病死了 3 头，对他打击很
大，一度对发展产业失去了信心。

2017 年，邹佰卯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之后，
在产业扶贫政策的帮助下，他学习到了七叶一枝
花种植技术，镇里统一发种苗给贫困户，长成后统
一加工成中药材销售。受前面养牛失败的影响，
邹佰卯犹豫不前，不敢再去尝试。后来镇、村干部
多次做思想工作，告诉邹佰卯只要按照科学的方
法管护和培育，药材苗就能长得很好，而且镇里会
统一进行保底回收，不需要考虑销路问题。通过

“扶贫先扶志”，打消了邹佰卯的顾虑。
“前期还在摸索阶段，所以种植规模不大。而

且自己的资金有限，每一分钱都要用到最有用的
地方。”邹佰卯在镇、村干部的帮助下，从银行申请
了3万元的政府贴息贷款作为启动资金，流转3亩
土地，在荒地上种下了一株株中药材。

“像邹佰卯这样勤奋上进的贫困户，村里和他
的帮扶责任人都很乐意帮助。管理运作需要资
金，大家想方设法帮他借；在种植过程中，他碰到
了什么技术难题，我们就会请种植专家来帮他解
决。”岩背村秘书邹代细告诉记者，在邹佰卯的七
叶一枝花苗圃上，覆盖着一层黑色的遮阳网，这是
县里技术员前来指导的结果，去年还有省里的专
家来苗圃指导生产。

●干部帮扶 注入“强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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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回县小沙江镇岩背村与怀化市溆浦县

搭界，地处高寒山区，交通不便，产业结构单

一。2017年，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邹佰卯积

极探索山区药材种植的路子，找到发家致富

路，光销售七叶一枝花中药材就实现增收1.5

万多元，一家人因此也在去年成功脱贫摘帽。

高寒山地上开出“致富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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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佰卯的“致富花”-——七叶一枝花。

▲邹佰卯在查看药材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