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松龄堂WMS自动分拣中心。

廉桥医药工业科技园。

邵东市廉桥镇松龄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产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坚
持科技创新引领。

11月4日上午，在湖南省松龄堂中药
饮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该公司自主
研发的过筛、风选、干燥、灭菌、挑选一体
机正在忙碌运转，每一个环节都在高效
精准的自动化控制下完成。河北顺泽医
药有限公司考察团成员驻足一体机旁，
在机声轰隆和扑面而来的药香中饶有兴
致地观看整个流程。“松龄堂给我最大的
感受就是‘企业要发展，必须要不断创
新’，他们在智能化转型和互联网营销方
面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经过一上午的考
察学习，该公司董事长崔向光感触颇深。

“我们公司拥有高水平的科研团
队，十分注重科技创新，推进产学研
深度融合。”杨浩介绍，公司投入逾
3000万元引进生产设备，新建了智能
化灌装生产车间，工作效率提高了
20%；新建了数万平方米的原药材阴
凉库、冷库和成品仓库等，实现了从
原材料、生产到仓储的自动化和智能
化；现有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
10项，外观专利10项……“科技感”成
为该公司对外形象的新亮点。

不只是松龄堂，强化科技赋能，在
邵东各药企逐渐成为常态。近年来，邵
东市持续加大中药材产业科技投入，
依托湖南农业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
中南大学等高校平台，深化校企合作，
推动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

在邵东市利好政策的加持下，湖
南省天宏药业有限公司与湖南农业
大学、湖南省麓山种业等单位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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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南国药都
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与湖南农业大学
合作启动玉竹特色产业基地建设；润
天药业产学研合作基地揭牌，与湖南
农业大学达成合作协议，开展中药材
全产业链的技术研发……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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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专门队伍，启动溯
源体系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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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中药材质量监测管理；国药控股正
筹划建设中药材检测中心，将为邵东中
药材产业良性发展提供更大助力。

作为全国中药材之乡，邵东一手抓
产业的转型升级，推进“智慧药都”建设，
一手抓品牌创建，全面提升邵东品牌的
市场影响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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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邵东已建成了集商品集散、
仓储物流、加工配送、电子商务为一体
的“智慧药市”，中药材产业形成了“加
工高端化、种植规模化、市场便捷化”
的良好势头，正朝着建设“智慧药都”
的目标大步迈进。

聚焦科技赋能 加速智慧升级

11 月 4 日，湖南润天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内机械设备有条不紊地运
转，空气中阵阵药香弥漫，
工人们忙着进行中药饮片
质检、包装、装箱等工序。

湖南润天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坐落于邵东市廉桥医药
工业科技园，是一家融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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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邵东抢抓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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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规划面积约
3平方公里的廉桥医药工业
科技园。该园以生物医药、医
械制造、医药物流三大产业
体系为核心，以功能食品、中
药材加工、医疗器械为生产
主体，集仓储物流、电商、研
发、检测功能于一体。

“我们园区重点引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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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园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园区着力打造

“一心六片区”，即综合服务
中心、大型医药企业区、中
医药衍生产品制造区、中成
药研发区、中医药服务区、
中草药种子种苗繁育区、会
展交易区，以园区平台为载
体，助推原有企业转型升
级，吸引优质企业落户。

如果说丰富的中药材
资源为邵东中药材产业发
展打足了底气，那么龙头药

企则为中药材产业发展鼓
足了勇气。

湖南省松龄堂中药饮
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
事中药材种植、加工、生产
销售、研发的省级龙头企
业。作为廉桥本土的中药饮
片龙头企业，借助首届药博
会的东风，该公司去年营业
额达到 5.7 亿元。今年 8 月，
该公司搬迁至廉桥医药工
业科技园内新厂房。新厂房
占地3.6公顷，建筑面积达6
万平方米。

“搬入新厂房，不仅大
幅改善了用工环境、降低了
用工成本，还实现了生产流
程的智能化、自动化和高效
化，极大地提升了公司的生
产效率和竞争力，为公司加
快实现 10 亿发展目标和未
来 上 市 奠 定 了 坚 实 的 基
础。”该公司副总经理杨浩
信心满怀地说。

产业的转型升级，释放
出了蓬勃的活力，不断吸引
优质药企落户邵东。目前，
弘华药业、润天药业、自然
堂、松龄堂、智康器械、益湘
生物等企业相继入园，良好
发展格局已然恢弘展现。

完善的交通物流网络，
是影响邵东中药材畅销世界
的重要因素。该市依托廉桥
中药材市场，打造全国单体
最大的中药材物流基地——
廉桥中药材仓储物流交易中
心，同时拥有 300 多家物流
公司、2000多个海外销售平
台和近160条覆盖全国80%
县（市区）的物流线路，打通
线上线下销售体系，为中药
材产业高质量发展按下加速
键。经过多年的不断发展，玉
竹、玄参、射干等中药材的产
销量和出口量领先全国，出
口创汇3.26亿元。

目前，该市从事中药材
生产、加工、销售的企业达
千余家，拥有中药材初加工
专业村16个，中药材全产业
链产值128亿元。

精心筑巢引凤 延伸产业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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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桥中药材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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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今年收成不错，又
是一个丰收年……”11月
4 日，在邵东市廉桥镇东
塘村大进山，伴随着挖机
器的轰鸣声，一根根丹皮
相继破土而出，药农们四
散开来，将刚挖出的丹皮
去泥后装进箩筐，一派繁
忙景象。

放眼望去，连片种植
的千亩中药材，一垄垄的
玄参、丹皮等道地药材惹
人喜爱。

谁 能 想 到 ，眼 前 的
“金山银山”，曾经是一座
无人问津的荒山。

“大进山以前茅草丛
生，难以行走，如今荒山
旧貌换新颜，建成了1260
亩的中药材种植基地。”
该中药材种植基地负责
人周海权介绍，他于2018
年成立公司，立足当地资
源优势，因地制宜，通过
土地流转，先后投入 800
多万元对大进山进行改
造，才有了如今的景象。

俗语流传，“医不到
廉桥不灵，药不到廉桥不
香”。气候干热少雨，土壤
疏松肥沃，独特的地理环
境造就了廉桥中药材的
卓越品质。

早 在 隋 唐 ，当 地 百
姓就以种植和经营药材
为业；明清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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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全国，卖全
国”，一步步把廉桥建设
成 中 国 中 药 材 特 色 小
镇、湖南省首批农业特
色小镇。

廉桥因“药”而建，因
“药”而兴，被世人称为
“南国药都”。立足得天独
厚的资源优势，邵东市确
立“以药强市”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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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该市生产的道
地药材达 28 个品种，种
植面积 1.5 万余公顷，种
植户达 5 万余户，覆盖所
有乡镇，中药材资源2062
种，总蕴藏量651.3万吨，
位居全省首位。廉桥中药
材专业市场年交易额在
全国中药材专业市场中
排名第四，目前，市场共
有经营户 1200 余户，经
营中药材 2000 多种，中
药材的产销量和出口量
在全国领先，年销售额逾
85亿元。

周海权正是搭上了
中药材种植产业发展的
快车，不仅解决了村内闲
置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
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近年来，他大力发展
中药材种植，通过推行

“公司+基地+农户”模
式，和周边农户签订种植
合作协议，对农户统一开
展技术培训、供应种苗及
销售产品等，实现农户与
企业共赢。截至目前，周
海权自建中药材生产基
地 236.27 公顷。去年，他
管理的基地生产中药材
3271 吨，带动农户 2135
户、家庭农场4个、农民合
作 社 3 个 ；实 现 总 产 值
2354 万 元 、销 售 收 入
2166.2 万元、农民工资及
分红约603万元。

“ 现 在 政 策 越 来 越
好，而且药博会就在咱
们廉桥举办，不仅帮助
我们及时了解中药材市
场的价格动态，而且还
拓宽了道地药材的销售
渠道，我信心更足了！”
周海权说。

立足资源禀赋 助推“百草生长”

在邵东市廉桥镇友爱村栀子基地，农户正在采

摘栀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