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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作为“全国中药材之乡”，
邵东市一手抓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
品牌创建。该市 53 家中药饮片加工
企业快速发展，21家企业分别获GMP
认证、QS认证及ISO认证。天宏药业
被认定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
业。邵东玉竹被认定为“中国地理标
志产品”。“南国药都”“龙石山”获评

“湖南省著名商标”，“一品东方”为“中
国著名品牌”，“松龄堂”被评为“中国
驰名商标”。一批批具有核心竞争力
的企业品牌，提升了邵东品牌的市场
影响力。

近年来，该市药食同源类中药材
电商发展势头良好。据介绍，湖南省
松龄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的电商运营
中心分4个平台，有70余人，产品销往
全国各地，电商年销售额近 2 亿元。
作为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该公
司早已成为中药材全产业链高质量发
展的典范之一。

同时，该市积极推动中药材品牌价
值体系、符号体系、传播体系的建设和
品牌管理、品牌使用、品牌运营等方面
的发展。一方面，做好“邵东玉竹”“南
国药都”“廉桥特色小镇”专题宣传，扎
实推进城区及高速公路的高炮宣传工
作；另一方面，通过中医药文化宣传、药
博会等工作举措，加快“邵东玉竹”“南
国药都”等区域公用品牌建设。

11月10日至12日，首届湖南（廉
桥）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将在廉桥镇举
办。可以预见，本届博览会必将进一
步打响廉桥中药材的名号，擦亮“南国
药都”的金字招牌，为邵东市中药材全
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树立品牌 全面营销

“医不到廉桥不灵，药不到廉桥不
香。”廉桥中药材市场历史悠久，从三
国时期形成的“药摊”，到唐代形成的

“药墟”，到南宋时出现的“药栈”，再到
清朝的“药市”，都是全国中药材重要
的集散地。到 1996 年，廉桥药材店铺
已达600余家，遍布大街小巷，成为名
副其实的“南国药都”。

2006年，新的廉桥中药材市场正
式投入使用，彻底解决了传统药市以
路为市、以街为市的历史，实现了药市
升级换代。

通过多年的不断发展，如今的廉
桥中药材市场已成为一个线上线下销
售结合的大型中药材专业市场，是全
国唯一坐落在乡镇的十七大中药材专
业市场之一。玉竹、玄参、射干、芍药、
丹皮等道地药材味正气浓，产销量占
全国大部分市场份额。目前，该市场共
有经营户1200余户、门店1488间，经
营 中 药 材 2000 余 种 ，从 业 人 员 达
11000 人，日吞吐药材 400 余吨，年交
易总额85亿元。

升级换代 药商云集

近年来，邵东市委、市政府抢抓全省千
亿中医药产业建设契机，着力延伸中药材产
业链，投资68亿元，建设了以生物医药、医
械制造、医药物流三大产业体系为核心，以
功能食品、中药材深加工、医疗器械为生产
主体，集仓储物流、电商、研发、检测功能为
一体的廉桥医药科技工业园。

该园区重点引进一批管理先进、产品质
量稳定、市场潜力巨大、年产值超10亿元的
医药总部企业，致力打造集生产加工、中试
孵化、科研信息为一体的现代化医药工业聚
集区，助推中医药产业蝶变，向集聚化规模
化发展。

目前，弘华药业、润天药业、自然堂、松
龄堂、智康器械、益湘生物等9家企业相继
入园，良好发展格局已然恢弘展现。

湖南润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是邵东乡
贤响应“湘商回归”号召，返乡投资创立的一

家融中药材种植、生产、销售、研发于一体的
创新型制药企业。该公司采用“公司+基
地+院校+科研院所”的运作模式，着力推动
中药材种植、加工等环节的自动化转型，实
现中药饮片生产规模化、检测现代化和包装
规格化，并与院校合力探索药食同源中药材
深加工产品的研发，带动中药材产业转型。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下，邵东以前瞻
视野布局产业未来发展，以“智慧化+数字
化”为驱动引擎，构筑新一代数字智慧化产
业园区。该市制定良种繁育、种子种苗、种
植、采收、产地加工规范和行业标准，完善大
宗中药材精深加工生产技术规程，构建优质
中药材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同时，建立信息
化追溯系统，建设兼容各种端口的溯源平
台，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连接符合要
求的中药材种植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生
产端，形成信息链条。

集聚发展 产业蝶变

近年来，邵东市从技术引进、示范引领、政
策扶持等方面，全方位支持中药材种植产业发
展壮大。

该市以建设国家区域性良种（中药材）繁育
基地为契机，依据生态适宜性原则，建设邵东玉
竹无菌种苗繁育基地。同时，加强玉竹、玄参、射
干、白芍、百合等道地或重点中药材品种种子种
苗繁育生产，提升种子种苗生产技术标准，确保
中药材种源纯正、品质优良。该市支持湖南省天
宏药业有限公司与湖南农业大学等院校、机构
采用“产学研”合作模式，建立邵东市中药材无
病毒良种种苗繁育中心，重点开展优质中药材
种质资源创新研发、工厂化无病毒种苗繁育。

邵东市延沁玉竹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建
立中药材生产基地、良种种苗繁育基地，基地总
面积 50 余公顷。生产基地实现梯土平整，路、
渠、沟配套，高标准集中连片种植，主要栽培玉
竹、黄精、白芨、白芍、玄参等13种中药材。公司
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行机制，
建立网络销售平台，发展中药材观光园，有效带
动了农民增收，推动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联
农带农成效显著。

该市以中药材产业集群建设发展为契机，
支持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及产地初加工。如：对
玉竹等道地药材种苗良种繁育基地及千亩以
上种植基地奖补总投入的30%，用于建设标准
化“定制药园”；新建中药材基地的机耕道、水
渠、山塘等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基本农田建设项
目支持范围，优先支持中药材种植产业园区道
路建设等。

邵东市依托廉桥药市，重点建设好“一带一
路十片”，即320国道中药材种植药旅融合风光
带、八老公路沿线乡镇中药材种植示范产业园、
10个千亩中药材标准化种植示范片。该市制定
了“邵东玉竹”种植标准化操作规程，建设邵东
标准化“定制药园”2个。2023年，实现中药材种
植面积增加733.33公顷的目标，达到1.51万公
顷，玉竹面积达到0.57万公顷。

2022年，该市中药材种植农户达5万余户，
有公司化种植企业20余家、专业合作社330家。
其中，种植面积千亩以上的合作社6家，国家级
示范合作社1家，省级示范合作社5家，农民参
加专业合作社及适度规模经营比重达到70%。

规模种植 标准示范

邵东市确立“以药强市”发展战略，发展现
代中药农业，做大做精中药产业，做强做专中药
商业，培育中药养生保健，拓展康养文化旅游。
该市做好做优产业规划，着力把中药材产业培
育成富民强市的重点健康产业。

邵东市出台支持中药材种植加工投入、品牌
打造、质量认定、电商发展、招商引资的优惠政
策，形成长效激励机制，引导药企走中药精深加
工之路，打造和完善以中药农业为基础、中药工
业为主体、中药商业为纽带的现代中药产业链。

该市相关职能部门积极争取上级政策和项
目支持，鼓励金融、担保公司等机构加大对中药
材产业的支持力度。同时，建立健全中药材保险
保障体系，推进规范化、标准化邵东中药材种植
保险试点工作，加大针对各经营主体的农业保
险保费补贴力度。同时，以中药材行业协会为依
托，建立第三方灾害损失评估、政府监督理赔机
制，确保受灾农户及时足额得到赔付。此外，积
极引导各类资本进入中药材产业，在农村兴建
基地、产业园，把工商企业精细管理理念引入中
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中。

以药强市 机制激励

11月6日，邵东市盛硕
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位于
廉桥镇的加工厂房内，玉竹
切片生产线上，20余名工人
正有序作业。该公司种植基
地的玉竹经过加工后，将运
往廉桥中药材专业市场，再
销往全国各地。这只是邵东
市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的一
个缩影。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
瑰宝，一定要保护好、发掘
好、发展好、传承好。”习近平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言犹在
耳。近年来，邵东市锚定“三
高四新”美好蓝图，立足本地
优势，传承中医药文化，积极
探索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模
式，不断延链补链强链，续写

“南国药都”的新传奇。

松龄堂电商主播在园区内开展直播售货。
申兴刚 摄

廉桥医药工业科技园廉桥医药工业科技园。。 申兴刚申兴刚 摄摄

游客在芍药种植基地“打卡”留影。

湖南润天药业有限公司工人正在净选道地药材广
金钱草。 申兴刚 摄

▶ 廉 桥 镇 因
“药”而建、因“药”
而兴，被世人称为

“南国药都”。
刘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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