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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曾经脱贫任务最重的“三区三
州”之一，四川省凉山州的脱贫攻坚事关
全国脱贫攻坚的大局，全州17个县市有
11个属于深度贫困县。

“很多年前，我去过一个村子。当我
看到孩子冬天在雪地里跑，脚上冻得全是
红色的血印子时，心里很难过，我的家乡
还是那么贫穷，我要想方设法让他们多挣
一些钱，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耿福能向
记者介绍说。

早在还是四川省人大代表的时候，耿
福能就已经开始关注“扶贫问题”，当上全
国人大代表的第一年，他就指出“扶贫不
要撒‘胡椒面’，表演式、慈善式、过程式扶
贫解决不了问题。只有通过导入产业扶
贫，授之以渔，才能实现精准扶贫，从而有
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作为好医生集团董事长，在医药行业
数十年的实践，让耿福能找到了以中药材
产业惠及更多当地群众的方式。在这个
思路指引下，耿福能身体力行，为凉山脱
贫做出了实际的努力。

从 1996 年开始，耿福能就带领好医
生集团坚持不懈地在大凉山开展中药材
产业扶贫工作，按照“提供良种、负责技术
培训、种出来的药材实行保底价收购”的
创新方式，推广种植中药材，最大限度降
低种植户的风险。2014年，四川省工商联
部署精准扶贫工作，耿福能主动选择了地
图上最边远、最困难的几个村，他说：“试
一试，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上忙。”就这样，
他一点点撬动了大山深处绝对贫困的
大石。

凉山州布拖县火灯村，地处海拔2700
米以上的高寒山区，非常贫穷。耿福能带

领好医生集团免费为当地群众提供中药
附子良种，捐赠生产生活物资、加强技术
培训指导等。由于每亩附子收入是传统
农作物的5倍以上，全村每年种植附子收
入达100多万元，并在2020年全村以高质
量脱贫摘帽，历史性地告别了延续千年的
贫困历史。2021年，好医生集团规划布局
中药材良种种植和精深加工，建立现代农
业产业园区，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把布拖
县乐安镇的火灯村等打造为“万企兴万
村”样板村，初战告捷。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好医生集团在
凉山州 9 个县种植中药材面积达 3 万多
亩，带动1.7万户 8万多群众走上稳定脱
贫奔小康的道路。好医生集团累计投入
5亿多元，凉山州结束了长久以来贫困的
面貌。

此外，耿福能还关注凉山群众的生活
质量。彝区“三房”改造是国家为使高寒
山区的贫困彝族农民告别祖祖辈辈居住
瓦板房、石板房、茅草房的历史，实现人畜
分居、改善居住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举
措。经过调研走访，耿福能建议将彝区

“三房”改造的补助标准提高，这样农村居
民自筹资金的数量不大，可以承担。多年
的建议也换来了实质性的进展。2010年，
凉山基本完成全年的“三房”改造任务，63
万四川凉山彝区贫困群众告别“三房”搬
进了新居。

不仅仅关心凉山百姓的“房子”，还关
注百姓的“票子”。耿福能在履职期间，多
次对“贫困地区资源利益分配”问题提出
建议：由国家来制定分配机制，从资源开
发的利益公正性来解决凉山的连片贫困
问题，从立法角度让有资源地区的原住老

全国人大代表、好医生集团董事长耿福能：

履职三十年，以产业发展带领百姓脱贫致富

耿福能一直投身公益事业，帮助贫困
群众，捐资助学。

在凉山州境内，耿福能先后投资兴办9
家企业，向当地提供 2000 余个就业岗位，
其中 667 名员工来自贫困家庭。他投资的
布拖附子饮片厂、西昌制药厂里，彝族员工
分别占员工总数的90%和30%，员工人均
年收入达3万元以上，推动了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

2008年“5·12”大地震，好医生集团在
自身损失达2711万元的情况下，向灾区捐
赠430余万元的救灾药品和物资；将绵阳
生产基地二期厂房无偿提供给安县中学和
秀水中学学生复课使用，无偿推迟企业建
设投产；2013年雅安芦山地震，好医生集团
随即将价值70余万元的捐助物资送抵灾
区；2014年云南鲁甸地震，好医生集团将急
救药品、饮用水、营养补充剂等价值150余
万元的物资送达灾区。好医生集团还投入
上千万元在四川大学 、成都中医药大学等
高校设立“好医生奖学金”，奖励在科研创
新方面表现优异的学子。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好医生
集团第一时间组织全体员工放弃春节假期

逆行返厂复工复产，24 小时不间断生产药
品和防疫物资支援疫情防控，先后对武汉
抗疫一线和全国各地抗疫一线捐款捐物累
计超过2000余万元。

作为人大代表履职三十年来，耿福能
看到了发展中医药产业对地区经济带来的
巨大变化。

如今，在凉山州布拖县火灯村，种植大
户马查力尔修建了漂亮的独楼小院，还养
了50多只羊，3头牛，1匹马，从村里长期的
贫困户变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明星”。这
是耿福能带领好医生集团多年以中医药产
业链精准扶贫、助力乡村振兴后，凉山呈现
出来的新生活、新面貌。

“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现在村里年
轻人也不用出远门打工，在家门口都可以
把钱挣到，也有钱送孩子去读书了。”耿福
能向记者讲述了现在凉山山村里的最新
情况。

如今再也不会有穿不起鞋的孩子在雪
地里跑，作为人大代表履职三十年，凉山的
变化让耿福能深感欣慰，他表示，还将带领
好医生集团继续为民生、为中医药产业走
向世界而不懈努力。

从当选凉山州人大代表到四川省人大
代表、全国人大代表，有着近三十年“代表
年龄”的好医生集团董事长耿福能数十年
如一日，不忘初心，扎根基层，深入山林乡
村和田间地头，对话最基层的老百姓，把人
民群众真正关心、关注的“难点、堵点”找出
来，寻求解决方案，以发展中药材产业，带
动1.7万户8万多彝族百姓走上稳定脱贫
奔小康的道路，助力凉山乡村振兴。

履职期间，耿福能提交建议118条，共

计18万多字，涵盖中医药发展、民生、健康
等诸多领域。从2003年开始，耿福能先后
提出贫困地区如何加大扶贫力度、增加彝
区“三房”改造投入资金、在资源开发中保
障当地居民收益、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人才
和就业的相关建议。

耿福能也密切关注着中医药行业的发
展，他的建言和议案，涵盖了发展中医药现
代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民族医药产业、中医
药产业助力区域地区发展、科技创新等方
面，将中医药产业发展和凉山脱贫工作结
合起来，以产业发展带动凉山州脱贫。

家国大爱，心系民生

发展中药材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
位，耿福能对中医药的发展尤其关注。近
年来，耿福能提交的“中医药”相关建议就
达到37件。

在2016年至2018年的全国两会上，耿
福能多次呼吁针对中医药发展中存在的资
源垄断等问题应该加快立法，打破原料药
垄断的体制机制；促进企业遵纪守法，保障
中医药市场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让传统
医药学更好地造福人类。此呼吁获得了不
少医药代表的赞同，也获得了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的积极回应。

在2020年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上，张伯礼、耿福能代表共同建议的“中
医药文化要融入中小学基础教育，中医药

文化基因植入和传承要从娃娃抓起”在社
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广大网友的热烈
讨论。

2021年全国两会，耿福能进一步提出
了“关于大力发展中医药现代产业体系的
建议”，他提出，大力发展中药材基地建设，
建立药材追溯体系，通过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建立依据中医理论为基础、以临床价值
为导向的新药研发体系；大力发展中医药
教育等等。

“要让科技创新为中医药‘走出去’打
头阵。用现代科技的工具、思维逻辑，结合
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对传统中医药进行解
读、创新，才能让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医
药疗效，在全世界擦亮中医药的金字招
牌。”耿福能表示。

以科技创新让中医药“走出去”

百姓享有一定资源开发收益权，让资源开
发收益在国家、投资者和原住居民之间进
行分配，从而早日实现脱贫。

2013年 3月 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工作

分工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要建立健
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
制。建立健全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全民共
享机制，出让收益主要用于公共服务
支出。

耿福能指导彝族百姓种植中药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