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清年间，孙氏家族的孙慎

若就在龙山脚下的太芝庙乡开设伤

科诊所，挂牌行医。”新邵孙氏正骨

术传承人廖怀章介绍。新邵孙氏正

骨术，作为中国第四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是新邵中

医药文化的璀璨明珠。其倡导的“筋

骨并医”“正骨先理筋”“形神并重”

“期位辨治”“整体调治”理念，以及

“一保肢体、二恢复形体结构、三恢

复功能”的临床经验，历经百年传

承，在新邵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作为湖南省中药材种植基地

示范县和湖南省优质农副产品（道

地药材）供应基地县，该县种植有

玉竹、黄精等 40 余种中药品种。资

源丰富、品质优良的中药材，为新

邵中医药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近年来，新邵整合乡村振兴项

目资金，推广“公司+合作社+农

户+基地”发展模式，大力实施药材

先导示范等七大工程，新引进药材

品种 8 个，驯化当地野生药材品种 2

个。2023 年，该县仿原生态试种灵

芝取得成功，2024 年在龙山村扩大

规模至 13.33 公顷。培育玉竹、百合

等 5 大道地药材品牌，其中新邵玉

竹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同

时，在精深加工领域，引进南陌生

物、精亿达等高新技术企业，开发

中药饮片、养生茶饮等产品。这些

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受到青睐，更

出口到欧美、中东等地，赢得了国

内外客户的广泛赞誉。目前，全县

拥有中药材种植及加工骨干企业

10 家，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7000 公

顷，全产业链产值近 15亿元。

在鼓励中药材种植、培育有资

质的医院和企业发展的同时，新邵

还积极推动中医养生馆建设，加速

医养、康养、养老融合发展。该县按

照“有人员、有场地、有服务、有设

备”的“四有”标准，在全县 15 个乡

镇卫生院分别建成了功能齐备的

标准化中医馆，并为 363 个村卫生

室配置了针灸、火罐、刮痧板、TDP

神灯等四类基本的中医诊疗设备。

走进小塘镇卫生院中医馆，只

见馆内宽敞静谧、古香古色。在养

生馆的推拿室，理疗师正在为患者

按摩腰部。“养生馆配备了熏蒸机、

诊疗仪、蜡疗仪等 10 多种中医理疗

设备，主要开展按摩、推拿、拔罐、

中药熏蒸、艾灸、针灸、蜡疗、穴位

贴敷等特色中医养生项目。”该院

院长李晓忠说。

此外，该县积极构建“医院有

特色、科室有特点”的中医发展格

局。各乡镇卫生院结合自身实际，

推出了符合群众需求的服务项目。

如酿溪镇卫生院中医疼痛科、坪上

镇卫生院糖尿病专科等特色专科

临床疗效明显，获得越来越多患者

的欢迎。

未来，新邵将继续深耕康养旅

游领域，不断创新发展模式，丰富产

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向着“创建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目标奋勇前

行，让“康寿新邵”的名片愈发闪亮。

做好“中医药+”文章

近年来，新邵县依托良好的生

态底色和丰富的中医药文化资源，

打造 20 余个康养文化旅游景点，

推出 3 条特色康养文化旅游路线。

其中，“岳坪峰景区—潭溪镇玄本

村—坪上镇长寿清水景区”，是该

县探索中医药文化和旅游跨界融

合发展推出的一日游精品线路之

一。

岳坪峰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

盖率高达 98%，空气中负氧离子含

量极高。春季，千亩映山红在海拔

1100 至 1400 米 的 山 峦 间 肆 意 绽

放，赤红花潮绵延五余公里，仿佛

天边的云霞倾洒山间；夏季，这里

气温清凉如春（年平均气温 11 摄

氏度左右），是绝佳的避暑胜地。岳

坪峰不仅自然风光迷人，更承载着

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中最著名的当

属龙山药王医药文化。据传，唐代

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曾在此采药

治病、济世救人，并在此完成了医

学巨著《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

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医学财富。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深厚

的医药文化，岳坪峰国家森林公园

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大

力发展康养旅游。为提升康养景点

的吸引力，该公园规划了 420 公顷

土地用于建设森林养生基地、离子

养生馆、药膳食堂、中医药种植基

地、养生驿站等康养设施，可为游

客提供全方位的康养体验。此外，

该县投资近两亿元完善了岳坪峰

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公路、电信电

缆、排污等设施，建设了景区内游

步道、游客接待中心等服务设施。

登“ 央 广 原 址 ”、穿“ 万 亩 竹

海”、享“竹筒全席”、听“养生讲座”

……风光秀丽的潭溪镇玄本村，根

据自身特色，推出了以休闲度假为

主的田园野趣游、以福寿观和道文

化为载体的道文化游、以“龙的传

人”为主题的文化游、以森林生态

和福寿文化为主题的康养游 4 条

游玩线路，为游客提供多样化的选

择。

穿过近 500 米长的“一线天”，

就进入坪上镇清水村中心地带。一

栋栋修葺一新的农舍掩映在绿树

中，扑面而来的清新空气让人感觉

无比舒畅。村里的老人们鹤发童

颜，三三两两悠闲地在房前树下或

聊天，或闭目养神。每当有慕名而

来的客人进村“探秘”，老人们就自

然成为解读“长寿村”的活字典。村

子里的人很少生病，四世同堂、五

世同堂，一点都不稀奇，很多七八

十岁的老人还能下地做一些简单

的农活。

“我们村曾出现过 6 位百岁老

人，最大年纪 109 岁。在我们这里，

60 岁的都是‘年轻人’哩！”说起村

里长寿情况，清水村党总支书记张

春生的音调不由得高了几度。2015

年，该村因长寿老人多被媒体报道

后声名大噪。这里的村民因何长

寿？在此生活了 50 多年的张春生

说：“这里空气好，水质好。”据了

解，地处朗概山深处的清水村，森

林覆盖率达 95%。山泉水经过山体

层层过滤，溶入了 20 多种有益人

体健康的微量元素。

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清水

村探索长寿密码，清水村村“两委”

敏 锐 地 嗅 到 了 商 机 。他 们 以“ 康

养+”为核心，精心打造了康养文

旅景点，推出特色康养旅游路线。

游客不仅能在百岁广场感受浓厚

的长寿文化氛围，沿生态游步道亲

近自然，还可在山间民宿享受静谧

的休憩时光，品尝用本地食材与山

泉水烹饪的养生美食。随着旅游的

红火，不少村民将自己的民房改为

民宿、农家菜馆等，其收入也因此

实现了翻倍增长。

如今，无论是追寻药王足迹，

体验森林康养之旅；抑或是探寻长

寿秘诀，感受原生态慢生活，新邵

都能满足游客们对康养旅游的所

有期待。今年五一假期，全县旅游

火爆出圈，共接待游客 31.13 万人

次，旅游综合收入 2.74 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 11.41% 和 18.10%。

康养景点串珠成链

新邵白水洞景区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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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5 日，长沙游客刘正一家自驾来到新邵

白水洞景区游玩。“打开车窗，一路绿树繁花相

伴。”刘正说，景区内的各种自然景观令人惊喜，

特别是站在瀑布下方，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水

汽，每一次呼吸都满是自然的味道。

白水洞景区内位于新邵县严塘镇境内，景区

内峡谷幽深，还有飞瀑流泉。白龙洞作为景区的

一大亮点，是典型的喀斯特溶洞。洞内钟乳石、石

幔、石笋形态各异，在灯光的映照下，仿佛一座梦

幻的地下宫殿。景区内的白水古院，保留了明清

时期的建筑风格，青砖黛瓦，古色古香。在这里，

游客不仅能欣赏到精美的建筑，还能参与传统民

俗活动，品尝地道的湘中美食，感受浓郁的乡土

气息。

“这里，有清冽甘甜的水，有让人心旷神怡的

空气，还有地道的乡村美食。在这里，我忘记了工

作的烦恼、生活的压力。”新邵的山水风光，让来

自广东的吴女士流连忘返。

近年来，新邵县立足自身丰富的资源优势，

积极响应文旅融合发展战略，以“全域旅游活县”

为引领，将文化与旅游深度绑定，为文旅产业发

展按下“加速键”。

深挖文化内涵，才能为旅游发展注入灵魂。岳

坪峰国家森林公园深入挖掘药王文化，打造药王

殿、炼丹池等景点，重现药圣孙思邈在此采药行医

的历史场景。游客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可感受

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坪上镇清水村围绕百岁

泉、长寿文化广场等元素，开发了“长寿探秘游”。

在此，游客可品尝长寿美食、体验长寿民俗，探寻

健康长寿的养生之道。

在文旅融合的实践中，新邵县不断创新活

动形式，增强游客的参与感与体验感。白水洞景

区举办的“山野音乐会”，将音乐与自然山水完

美融合。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还能登台献

唱。此外，该景区五一期间举办的“白水洞音乐

盛典”，邀请了央视星光大道年度亚军石冬等新

邵本土明星助阵，吸引大量游客前来，现场气氛

热烈非凡。端午期间，“长寿清水景区”推出“饮

长寿清水，过端午佳节”主题活动。众多游客参

与包粽子、喝雄黄酒等传统活动，沉浸式体验端

午文化。

不仅如此，该县还以文旅融合为契机，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坪上镇小河村依托得天独厚的自

然资源，打造茶马古道、瀑布群、露营烧烤基地等

景点，发展农家乐、乡村民宿等业态，深化农文旅

融合，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酿溪镇王家坪

村举办首届“村光大道”，以“群众即主角、山乡即

舞台”为核心，通过周赛、月赛等形式，吸引村民

和文艺爱好者同台竞技，在抖音等平台上吸引上

百万人次围观。活动举办以来，该村游客倍增，带

动了当地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

新邵还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契机，围绕提

振舒适基数、提高安全系数、提升放心指数三个

方面，构筑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责任体系，全覆

盖式开展全域旅游环境整治工作，努力创建文明

和谐的旅游环境，让各方游客进出放心、游玩舒

心、居住安心。

到“湖南之心”找寻“诗和远方”新邵县宛如一颗璀璨

的明珠，镶嵌在湖南地理几

何中心。这里自然风光神奇

瑰丽，悠悠资水穿境而过，

巍巍龙山延绵不绝。国家级

风景名胜区白水洞，山秀、

水白、洞幻、石奇，飞瀑流泉

与神秘溶洞相得益彰；国家

森林公园岳坪峰，更是有着

云海松涛、霞光夕照之“仙

景”。此外，在这片神奇的土

地上，还孕育出底蕴深厚的

中医药文化。

近年来，新邵县立足自

身优势，大力发展“文旅+康

养”旅游产业，从规划布局

到项目建设，从资源整合到

品牌打造，一步步走出了一

条独具特色的康养旅游发

展之路，“康寿新邵”文旅强

县建设步伐日渐加快。2021

年，该县被湖南省文旅厅认

定为“湖南省全域旅游示范

区”；2023年，被中国旅游报

社评为“中国健康旅游名

县”。2024年，该县接待国内

外游客总人数416.93万人

次，同比增长11.30%；国内

外游客总花费 42.38亿元，

同比增长12.54%。

▶清水村全景。

清水村百岁泉清水村百岁泉。。

▶ 酿 溪

镇 王 家 坪 村

举办首届“村

光大道”。

◀小塘镇卫生院中医馆。

▼新邵龙山日出。

2024 年，“我们的节日·重阳”主题文化活动在新邵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