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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四五月间，正是药花烂漫时，

百合、丹皮等会如期绽放夺目花季：绯

红、粉黄、玉白娇艳欲滴的色彩点缀着、

喧闹着小镇美丽富饶的日子，中药材成

就了廉桥花一般灿烂鲜明的特色产业

形态。

邵阳市的中药资源，目前已查明的

有 2062种，其中植物类中药 1938种，总

蕴藏量达651.2万吨，而廉桥及其辐射的

周边乡镇，成了几大主产药材——玉竹、

丹皮、玄参、白芍等的主产区。廉桥镇党

委政府因势利导，发展农民广种中药材，

种植面积已达3.6万亩，经营品种从2008

年的 1000 余种增加到目前的 2000 多

种。其中，“邵东玉竹”是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玉竹、玄参、射干占全国 80%的份

额，杜仲、厚朴占全国70%的份额，白术、

金银花、百合占全国50%份额。可以说，

中药材种植与交易，占据廉桥镇百业之

首，一直引领着廉桥镇的产业风骚。

依托庞大的种植基地，廉桥的中药

材产业盛大起航。拥有完善的中药材

产业链，有“松龄堂”、“楚天春”、“金实

堂”、“弘华”等多家中药饮片深加工企

业69家。全国首家生产经营中西药、保

健品、医疗器械的科技产业园落户廉

桥，全镇形成集生产、经营、加工、种植、

仓储、物流、科研为一体的“产业链”。

廉桥中药材产业规模还在壮大。

2015年，全国著名医药上市公司海南海

药正式签约廉桥，投资10亿元的仓储物

流中心项目已开工建设，全省中药材质

量检测中心和中药饮片、单方颗粒、中

成药生产等3个中大型企业正在筹备建

设；以湖南省级开发区邵东经济开发区

为投资主体，计划投资 15亿元建设 3平

方公里的廉桥医药工业园，拟引进 100

家以上的中药材加工企业入驻廉桥。

规模产业带来的不仅仅只有规模，

筑巢引凤，小镇廉桥因为药花的点缀变

得日益美丽和宜居。位于邵阳市东大门

的廉桥镇，国道、省道、高速公路、高速铁

路穿境而过，“南国药都”、“湘中明珠”熠

熠生辉；药香飘过秋冬春夏，腾飞的梦想

一路高歌，药都到处新气象，城镇日照映

彩霞。

近年来，廉桥镇党委政府顺势而

为，药香氤氲的镇区环境因此发生巨大

变化。随着“文明城镇、卫生城镇、生态

城镇、平安城镇”等“四城同创”的深入

开展，全镇先后投入2000多万元用于市

场垃圾中转站、道路水泥硬化、园区路

灯改造、安置区水电到栋等市场基础设

施建设。枕着小镇的乡村率先推行新

农村“六到农家”项目建设，完善了水、

电、路、气、通讯等基础设施，成为全镇

美丽乡村建设的典范。

而最美最有魅力的变化，依然是中

药 材 支 撑 的 乡 风 文 明 的 美 丽 绽 放 。

2012年，廉桥镇党委政府会同邵东县委

宣传部，面向全国征集《南国药都之

歌》。由词作家黎长亮作词、著名词曲

作家付林作曲、海政文工团青年演员宁

可演唱的《廉桥印象》，由央视制作团队

拍摄成 MV 在央视三套播放后，广为传

唱。2014年，廉桥镇面向全市征集中医

药题材楹联，精选了100余幅，在中药材

专业市场长沙大道上建设楹联一条街，

实现楹联文化和中药文化有机揉合。

2015 年，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

组，专题制作了时长 30 分钟的《小镇里

的药材经》，通过中文国际频道播放，向

海内外推介廉桥、宣传“南国药都”。

“医不到廉桥不灵，药不过廉桥不

香”，廉桥镇整合民俗文化资源，依托中

医药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正开发筹建

华佗草堂、药乡主题公园、关帝圣殿、药

都药品展览馆、药都药疗保健步行街、

药都药膳等观光保健旅游项目……不

久的未来，将形成朝药王、观药景、逛药

市、品药膳、洗药浴、做养生保健等系列

中医药保健与特色旅游产业链。

中药材绽放的美丽药都

“南国药都”的美丽嬗变
——廉桥镇创建全国“特色小镇”纪实

本报记者 曾书雁 通讯员 曾晓风 唐志平

因药兴镇，因药强镇。2012 年以来，廉桥

镇先后被评为“湖南省生态示范镇”、“湖南省

统筹城乡建设示范镇”、“湖南省最具民生幸福

感乡镇”、“全国重点镇”、“湖南省产镇融合示

范镇”、“全国特色小镇”……一块块金字招牌，

铸就了廉桥辉煌的昨天和今天。

百尺竿头，如何迈出下一步？廉桥镇的发

展，引起邵东各界的高度关注，同时摆上邵东

县委县政府决策者的日程。2016年 6月，邵东

县政府召开第12次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支

持廉桥镇推进产镇融合工作，对廉桥给予了五

大支持：县委书记沈志定任廉桥中远期发展领

导小组组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任常务副

组长，县委常委、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等相关县

级领导任副组长，县直相关单位和廉桥镇等单

位负责人为成员；由省级开发区邵东县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作为廉桥镇产镇融合示范镇建设

工作的融资平台，向上级争取资金1亿元，融资

贷款 3 亿元用于城镇基础设施深度改造；2016

年投资 4.7亿元开工建设两廉线，投资 15亿元

开工建设医药工业园，投资 7亿元开工建设海

药仓储物流中心；从债券资金中安排1000万元

用于改造兴廉大道，安排 500万元用于前期工

作经费，安排 1000 万元用于 2017 年 10 月召开

廉桥首届中医药博览会。

县镇两级领导和部门，精细地勾勒着小镇

的前景，一幅幅炫丽景象触手可及。

——近景。坚持以项目建设为载体，加快

推进特色小镇发展步伐。2016年新建、扩建中

药材企业相关项目 6个，总投资 12.6亿元。其

中海南海药仓储物流中心建设投资规模 7 亿

元，项目已完成征地拆迁、土地报批、勘测设

计、土地平整，正在进行建筑招标；医药工业科

技园一期建设完成土地调规、初步设计、土地

预征，7月已开工建设；天宏中药饮片项目投资

7000 万元，已完成主体建设，通过 GMP 认证，

正在完善场内设施；自然堂和泓华饮片分别投

资5000万元建设中药饮片厂；千康益医疗器械

投资6000万元，全面投产。

——中景。2017 年、2018 年两年内将推

进 10 大城镇扩容升级项目：投资1亿元将镇区

主次干道全部“白改黑”（改沥青路面）；投资 1

亿元将镇区320 国道、兴廉大道沿线房屋实施

“穿衣戴帽”工程，打造中药材仿古文化街；投

资 1亿元全面改造城区下水道、人行道、路灯，

实现弱电入地；投资1000万元进行自来水厂的

引水管网改造；投资 1500万元改造镇区全长 1

公里的骨干道路兴廉大道，建设药都形象路；

投资 6000 万元建设日处理 1 万吨的污水处理

厂；投资15亿元建设占地3平方公里的廉桥医

药工业园；投资 3 亿元改造城区廉水河，兴建

“南国药都”风情休闲街；投资 7 亿元建设海

南海药仓储物流中心和中药材质量检测中

心；投资 4.7 亿元建设路幅宽 20 米的城区快

速路——两廉线。

——远景。到 2020 年，将按照“品种多元

化、种植规模化、产品优质化、加工精细化”的

要求，向上游培育中药材种植基地，向下游发

展中药饮片加工和中成药加工企业，加强中游

的流通环节加强仓储物流中心建设，实现产供

销一体化经营，增强廉桥中药材市场发展的后

劲。同时做好海药集团全面入驻廉桥的发展

服务工作，建设廉桥医药工业园；引进一批中

成药、西药、医疗器械企业落户廉桥；进一步完

善医药产业链及市场配套设施。加快完善农

业产业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社会事

业发展规划和产镇融合规划，确定功能布局和

产业定位，统筹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力争五年内形成中小企业园区、药材商贸

物流区、文化教育区、旅游休闲观光区、生活宜

居区等五大功能区，依托国家对“特色小镇”的

扶植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廉桥发展的形势让人鼓舞，廉桥发展的蓝

图催人奋进。我们将不忘初心，奋发图强，努力

开创全镇新局面，铸就药都新辉煌。”面对廉桥镇

跨越发展的新契机，镇党委书记唐福宏胸有成竹

如是说。我们有理由相信，有坚强的党委领导班

子，勤劳智慧的廉桥人民，面对机遇与挑战，定将

汇聚起同心发展、奋发赶超的强大合力！

县镇联手描绘的炫丽前景

扼守宝庆东大门

的楮塘铺，100 多年

前便开设了 20 多家

药栈，60 多年前更名

廉桥，30 多年前形成

颇具规模的中药材市

场。上世纪 90 年代

中后期，廉桥中药材

市场不断发展壮大，

一度与河北安国、安

徽亳州齐名，赢得“南

国药都”的美称。时

序新世纪，随着 320

国 道 的 全 面 硬 化 改

造，特别是沪昆高速

的新建和娄邵铁路的

扩改后，廉桥区位优

势大为改观，中药材

市场日益兴盛。2016

年 10 月，因药兴镇的

廉桥一跃成名，跻身

全国 127 个“特色小

镇”行列。

与任何一个历史名镇一样，廉桥今天数平方

公里的繁华，源于 100 多年前那段长不足 1000 米

的质朴老街的商业文明发祥，基于廉桥逾 100 年

深厚的中药材文化积淀。

楮塘铺，廉桥旧称，实际上是廉桥镇旧城区

的一条老街，长 800 多米。街东头仍可见重修的

茶亭碑序，时间是乾隆 41 年（1776 年）仲春，距今

230 多年。据镇上的老人介绍，那时，街上陈列

着伙铺、肉铺、理发店、南杂等几十家铺面，老字

号药店松岭堂坐落在街西口，成为廉桥中药材

行业的发轫。

廉桥的老人说，廉桥中药材市场是汽车拉来

的。民国 17年，即 1928年 6月，潭宝公路修建，公

路修通后，来此建房开店者日增，数年后发展为拥

有松岭堂、三益庄、楚天春、寿尔康、廉让庄、隆丰

庄等20多家店铺的集镇。这些店铺招徕两广、上

海和云贵各地商客，甚至直接与日本、香港、新加

波通商，名噪一时。

1958年公私合营，县药材公司接收松岭堂，三

益庄、楚天春等老字号停业，其他店铺老板大多到药

材公司当了工人，廉桥药市悄然归隐。直至上世纪

80年代初，匿迹24年的药市复苏，10多家药材店铺

重新开张了。到1985年初，100多家“药材栈”沿320

国道而设，药市初具规模，交通和卫生秩序却很混

乱。2004年马路市场搬迁，一个离国道不远、占地

500多亩的新市场拔地而起，迄今容纳药材经营户

1000多户，从业人员逾10000，经营场地26680平米，

日成交量150吨，年成交额达70亿。

其实，关于廉桥药市的发端与兴衰更替，文字

记载很少，甚至语焉不详。廉桥人更愿意相信口

口相传的那个故事：相传，药王孙思邈曾在廉桥采

药配方，现在的药铺坳曾建有药王庙，三国时蜀国

名将关云长的刀伤药采于此地。此后，百姓以种

植和经营中药材为业，每年农历4月28日，镇上要

举行“药王会”活动，借此祈祷“山货”丰收。

传说之外，廉桥与药结缘有据可考。光绪年

间的《邵阳县乡土志》记载：楮塘铺盛产玉竹、百

合、茯苓、荆芥、枳壳、柴胡、丹皮、白芍、薄荷、射

干、玄参等。现在，这些药材在全国占有相当比

重。翻动历史记录，传说变得合理。廉桥缺水，田

少土多，适宜种植药材，因此中药材种植是传统产

业，中药材交易成市顺理成章。

驿道上崛起的文化驿站

▲廉桥药都医药仓储

物流基地

▲南国药都廉桥中药材市场一角

▶廉桥

镇党委书记

唐福宏做工

作动员

▲ 6月初，龚文密（左二）到廉桥调研新型城镇化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