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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脉 药 香 越 千 年
—— 邵 阳 中 医 药 产 业 发 展 解 码

初夏时节，正是金银花害虫防治的养

护关键期。在湖南省隆回县虎形山瑶族

乡水栗凼村的金银花基地里，产业致富带

头人华佳移民金银花种植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黄守华正在为花农们做技术指导。

“我从小就跟着父辈采摘金银花，从

野 生 到 家 种 ，再 带 动 周 边 亲 戚 们 一 起

种。”黄守华介绍，自 2014 年开始，湖南省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湖南鸿利药业有限

公司就与种植农户们开启了“企业+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2017 年，

黄守华所在的合作社通过高标准金银花

示范基地的建设，带动了当地一大批村

民脱贫致富。

5 月 6 日，走进位于邵东廉桥医药产

业科技园的湖南松龄堂中药饮片有限公

司的生产车间，全自动化的罐装生产线

正在不停运转，装箱机器人挥舞机械臂

进行打包装箱，偌大的厂房里只有两三

名女工人在简单操作。

“这是全国首个中药饮片智能罐装

生产线，通过这条生产线，我们企业每天

可以实现罐装量达 3 万罐。”该公司副总

经理杨浩介绍。

同样，在一街之隔的湖南明舜制药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通过互联网技术就

能轻松实现对该公司旗下远在靖州的

贯堡渡中药材产业示范基地进行全流

程监控。

从田间地头的种植起步，到中药材

产业联合社的发展，再到企业的中药材

粗、深加工、产品研发、产品销售于一体

的全产业链，这是邵阳中医药产业发展

呈现繁荣景象的一个缩影。

那么，我市是如何把中医药产业做

大成势的？

近年来，我市着力建设“中医药强

市”，全面推进中医药振兴发展。在策略

上，出台中医药全产业链建设《一图四

库》规划等一系列文件。在行动上，邵阳

紧扣党的二十大报告“促进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要求，立足邵阳市资源禀赋和

产业基础，着力推动中医药产业转型升

级，支持中医药产业打造成为省级先进

制造业集群。

目前，我市形成以邵东、隆回为主阵

地，新邵、新宁、武冈为补充的中医药产

业集群。全市共建成 37 个市级以上中药

材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园区，11 个中药材

省级特色产业园。全市涉及中医药加工

企业 584 家，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50 家，全

市中医药产业事业发展稳步推进。

从阡陌到云端，看中医药产业聚星成河

“这是我们热销的几款养生咖啡，是

以玉竹为核心原料研发的系列产品，通

过纳米萃取技术保留活性成分。”湖南明

舜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科亮说。从传

统药食同源到时尚养生饮品，企业创新

永不止步——茯苓罗汉果饮品、杨梅素

益生菌饮料等百余款产品，不仅延续了

“治未病”的中医理念，更以清新口感俘

获年轻消费者，成为健康潮流的“新宠”。

在邵阳市中医医院首届药膳大赛现

场，15 支参赛队伍大展身手，制作出各种

具有养生保健功效的药膳，吸引许多市

民前来观摩学习，让药膳文化走进千家

万户。一位市民感慨：“过去觉得药膳是

‘药’，现在成了餐桌上的‘常客’。”

我市中医药文化的活力从来不限于

舌尖。在不定期举办的中医药集市上，

人潮涌动，人们竞相体验着中医针灸、艾

灸，市民对中医文化有了更深的认同感；

“国医大师”潘敏求等传承工作室落户邵

阳，让中医传承变得具象化，古老技艺焕

发出现代生机；在湖南省首批中医药康

养旅游省级示范体验基地——武冈市云

山国家森林公园，中医药与文旅康养擦

出了不一样的火花；邵东廉桥医药产业

科技园内，湖南松龄堂中药饮片有限公

司等公司探索中医药文化与工业旅游融

合新风尚……

从街巷飘香的药膳到云端的智慧诊

疗，从山林间的智慧种植基地到实验室

的纳米萃取技术，彼时，“中医药文化+”

的多元跨界融合宏伟蓝图初现光芒。“我

们将围绕实施‘中医药文化+’工程上不

断发力，把中医药产业打造成‘文化传承

好、产业链条长、品牌价值高’的富民产

业。”邵阳市中医药发展事务中心主任龙

田建说，“下一步，朝着‘中医药+旅游’

‘中医药+美食’‘中医药+康养’等融合发

展，致力于开发一批中医药特色养老服

务产品，推出一批中医药夜市街区消费

新场景，创建一批省级中医药康养示范

基地。”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邵阳作为湖

南省建设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先

导区，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三

大国家战略——中部崛起、乡村振兴、中

医药传承创新在此交汇叠加，为邵阳中

医药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5 月 11 日，邵阳市中医药产业招商推

介会在深圳启幕，全方位展示邵阳中医

药产业的独特优势和发展潜力。来自粤

港澳大湾区的医药龙头企业、投资机构

共同见证“邵阳样本”的精彩绽放，探寻

合作共赢的新机遇。

“中医药+”的跨界融合“药方”孕育多元未来

“如今，中医药文化在国外的影响越

来越大，我们公司每个月都能收到出口

订单。”5 月 7 日，湖南宝庆农产品进出口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大江向记者介绍，“尤

其是公司生产的‘金鸡’牌龙牙百合，出

口到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数十个国

家，深受海内外客商青睐。”

其实，早在隋唐时期，邵东廉桥等地

的老百姓就以种植和经营药材为业；明

清时期，邵东廉桥商贾云集，药铺兴旺；

改革开放后，吃得苦、霸得蛮的邵东人在

中药材领域大兴“买全国，卖全国”，将中

药材贸易做大做强。

2024 年，我市中药材出口总额达 0.8

亿元，位居全省第一，同比增长 32.7%，实

现了金银花、百合、玉竹、黄精 4 味药材出

口“零”的突破。这数据的背后，正是中医

药文化基因与新时代政策的交响。

历史积淀深厚的邵阳，正实现着全

球 化 跃 升 。邵 东 廉 桥 中 药 材 专 业 市 场

已 成 为 湖 南 省 最 大 、全 国 知 名 的 中 药

材展示交易中心，日吞吐量 400 多吨，

中 药 材 的 产 销 量 和 出 口 量 领 先 全 国 ；

隆回小沙江中药材市场是全国最大的

金 银 花 单 品 交 易 市 场 ；隆 回 道 地 药 材

产业园及周边集散市场成为全国最大

的 龙 牙 百 合 单 品 交 易 集 散 中 心 ，在 这

里 龙 牙 百 合 交 易 销 售 量 占 全 国 销 量

80% 以上……

近年来，邵阳市积极制定一系列政

策，积极搭建各类平台，加速“邵阳中医

药出海”。

成立邵阳市中医药发展事务中心，陆续

出台《关于加强医疗保障支持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若干试行措施》等一揽子政策；提供

中医药产业发展专项基金、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专项资金等上亿资金支持。

设立“邵商回归专项基金”吸引投资、

推动中医药与港澳合作，持续做大做强湖

南（廉桥）中医药产业博览会，擦亮“南国药

都”金字招牌；与“一带一路”沿线 12 个国

家建立供销合作，全面实行证书“云签发”

及原产地证书智能审单、自助打印、1个工

作日就能走完出口申报全流程的“云上服

务”等便利化措施，让中医药出口型企业实

现节本增效……

如今，隆回金银花、邵东玉竹等一众邵

阳道地中药材正“借道出海”，搭乘着西部陆

海新通道（邵阳-怀化-东盟）接续班列、湘

粤非铁海联运邵阳接续班列漂洋过海，走

向世界。

“出海”，中医药市场的全球化跃迁

(上接 1版）

湖 南 松 龄

堂中药饮片有

限公司智能化

工厂生产车间。

邵阳日报记者

 蒋玲慧 摄

邵阳日报讯（记者 罗俊 通讯员 达小车）5

月 9 日，副市长易洪海到新邵县调研上市后备企业

发展情况。

凯通电子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

新技术企业，主营产品热敏打印片被广泛应用于零

售、物流、金融等行业。易洪海走进该企业生产车间，

详细察看制作流程等情况，听取关于资产规模、技术

创新、盈利能力等方面的介绍，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争取在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市场销售等方面实现

更大的突破。

易洪海在深入了解企业艰辛的发展历程后，

充分肯定了团队敢闯敢拼、厚积薄发的精神，对企

业目前的发展状况、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他说，

凯通电子作为一家扎根邵阳本土的民营企业，在

引领行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促进作

用。要进一步挖掘潜力、激发活力，通过升级扩

能、拓宽产品应用场景，找到新的业绩增长点。要

强化责任担当，聚焦大学生创业就业提供全方位

指导。要统筹协调、加强对接、优化资源，切实提

升自身硬实力，为企业上市做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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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记者 曾彥菲）

你是否正为宣传策划绞尽脑汁，创

新形式在“老三样”中循环往复，伏

案写稿时灵感“离家出走”、方向模

糊难寻？别焦虑！6 月 10 日至 13

日，2025 年度全市新闻宣传骨干

通讯员培训班即将火热开班，为新

闻人量身定制“破局秘籍”。

本次培训由邵阳市新闻工作

者协会与邵阳日报社联合主办，

以提升宣传工作者“硬实力”为核

心目标，精心筹备课程内容，干货

密集，前沿实用知识与传统新闻

元素完美交融，等你来解锁。

此次通讯员培训课程类型丰

富，涵盖传统新闻、前沿科技、新

媒体应用及实践拓展等多方面。

授课老师队伍实力强劲，既有权

威宣传专家，又有资深媒体记者、

新媒体专家等。课程从选题策

划、采访写作、表现形式等传统新

闻技能，到 AI 在新闻生产中的应

用；从新媒体“流量密码”解析、短

视频制作，到标题制作技巧；从新

闻摄影的构图、光线、抓拍，到采

风活动的沟通、应变、判断等，全

方位手把手教学，助力学员实现

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提升综合

业务能力。

无论你是初出茅庐的新闻

“小白”，还是经验丰富的宣传老

将，都能在此次培训中收获满满！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2025 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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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难得，不容错过！让我

们在这个夏天，相聚在培训班，共

同提升专业素养，为全市新闻宣

传事业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

“充电”正当时！

全 市 新 闻 宣 传 骨 干
通讯员培训班邀您共赴成长之约

邵阳日报讯（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孙芳华 刘思东）5 月 5

日 ，绥 宁 县 关 峡 苗 族 乡 花 园 阁

村 ，一 场 别 开 生 面 的 情 景 演 绎

——家常版“姑娘回娘家”在风

雨桥精彩上演，吸引众多游客前

往观赏。

“姑娘节”是绥宁苗侗人民

沿袭千年的独特文化习俗，节日

时间有每年农历三月三、三月十

一、四月四、四月八、五月五、六

月六等，其中四月八覆盖群众最

广，故此以“四八姑娘节”作为绥

宁苗侗人民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姑娘节。这一天，苗侗人民都要

将出嫁的姑娘及其全家邀请回

家过节。

花园阁村此次家常版“姑娘

回娘家”情景演绎活动，特意选

址 在 该 村 风 景 秀 丽 的 风 雨 桥 。

此桥周围山环水绕，众多古色古

香的建筑鳞次栉比，给整个演绎

活动营造出浓厚的传统氛围和

民族氛围。  (下转 4版)

风雨桥上，“姑娘”呼朋引伴回娘家

5 月 10 日，绥宁县同心圆劳动实践基地举行以“我为妈妈

做顿饭”为主题的感恩母亲节亲子活动，吸引了 20 多个家庭

参与，谱写了一曲爱的乐章。 

        孙芳华 朱雪玉 杨乙花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