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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邵东：立足地域资源禀赋  打
造中药材特色产业

衢州市衢江区：全域打造
幸福水网

武冈经开区：民法知识进企业，法律宣传入人心

   中国新报湖南讯（赵
宇峰 李蓓蓓）
   11 月 2 日，邵东市
牛马司镇延沁玉竹中药
材种植基地，基地负责
人肖顺华乐呵呵地介
绍：“今年又有个大丰
收。这 800 余亩玉竹成
熟等待开挖，芍药、白
芨、玄参等中药材也快
收成。我们都很期待廉
桥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召
开，希望拿更多的订
单。”
    据悉，首届湖南（廉
桥）中医药产业博览会
11 月 10 日 至 12 日 在
廉桥举行，目前已有九
芝堂、太极集团、香雪
集团、华润三九、云南
白药集团等 400 余家企
业报名参展，期间还将
组织项目签约、中药材
产销对接会、医药订货
会等活动。
   邵东地处湘中腹地，
气候、土壤非常适宜中
药材的生长、种植和栽
培，中药材种植至今已
有 2000 多年的历史。
据史料记载，邵东现有
中药材资源 2062 种，
总蕴藏量 651.3 万吨，
居全省首位。近年来，
邵东市立足中药材资源
优势，大力发展中药材
种植，以中药材基地建
设为抓手，提升中药材
种植规模，提升产业专
业化水平，推动中药材
产业高质量发展。
   邵东市从技术引进、
项目培育、政策扶持、
资金保障等方面支持推
动中药材发展，不断延
链补链强链，多举措推
动中药材种植。按照“区
域化布局、科学化管理、
规范化生产、集约化经
营、社会化服务”和国
家《中药材生产质量管
理规范》的要求，采取
以规模种植为主，分散
种植为辅，因地制宜，

将中药材 的种植生产
向优势区域相对集中，
实行连片种植，形成了
主导方向明确，专业化
水平较高的中药材标准
化种植区和种植带。
   该市还采取“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的发
展模式，探索构建紧密
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
了企业、合作社、农民
三方互利共赢。湖南省
松龄堂中药饮片有限公
司探索出“三七开零风
险”中药材种植模式，
由公司统一提供种苗、
肥料、农药和技术，合
作社则按企业的技术规
范组织生产，种植户提
供土地和劳力，利润按
比例分成，市场不稳定
时，公司负责保底收购，
承担风险。邵东市各合
作社还通过流转土地、
聘请农户、入股分红、
订单带动等多种方式促
进农民增收，推动中药
材规模化种植。当前，
全市中药材市级以上龙
头企业与 100 多个合
作社及 1.2 万农户签
订了原料订单合同 , 订
单基地面积达 3.5 万
亩。
   结合“迎乡贤，建
家乡、振乡村”活动，
邵东发展中药材专业化
种植，助力乡村振兴。
廉桥镇乡贤周定卫回乡
成立东塘农业专业合作
社，流转土地3000亩，
发展中药材种植基地。
斫曹乡颜干平回村建设
中药材研学基地，打造
集中医药文化展示、农
业观光、科普示范功能
为一体的研学旅行基
地。
   邵东市每年安排财
政专项经费 用于中药
材基地基础设施建设，
全市中药材规模化基地
道路、沟渠等基础设施
逐步完善。同时加大科

   浙江省衢州市衢江
区树立和践行“两山”
理念，以水环境综合治
理为主线，贯彻衢州市
委市政府打造“活力新
衢州、美丽大花园”战
略目标，全面开展全域
一体化、协同式治水，
全力打造安全流畅、生
态健康、水清景美、人
文彰显、管护高效、人
水和谐的河湖风景线。
    治水利民，重大项
目从“谋划阶段”向“立
项批复”跨越赶超。衢
江区水利局深入贯彻落
实衢州市“一县一库”
百亿项目包战略目标，

谋划衢江区南片区水资
源综合利用工程，总投
资 76 亿元，分为 7 个
子项目，当前重点推进
罗樟源水库建设项目，
总投资 28.56 亿元。今
年 2 月 2 日举行衢江区
新建罗樟源水库项目启
动仪式。目前，浙江省
发改委已下发了项目建
议书受理通知书，省水
利厅已下发工程规模意
见，前期工作取得了阶
段性进展，计划 12 月底
完成可研批复前置专题
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
工作。
    治水惠民，供水保

游客在芍药花基地打卡拍照  张平华摄影

   中国新报湖南讯（通
讯员 郑梦秋）
   惠企暖企，普法先
行。为进一步深化民法
典普法宣传，优化园区
内法治环境，营造浓厚
法治氛围，优化法治化
营商环境，10月 27日，
武冈经开区开展“美好
生活·民法典相伴”主
题宣传、解读活动，将
法律服务送到企业“家
门口”，让民法典走到
企业职工身边、走进职

工心里，引导职工办事
依法、遇事找法、解决
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
法。
    本次活动请到了专
业的律师团队，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
法典》进行普及，以企
业合同风险防范实务为
主线，围绕合同管理基
本流程、有关合同基本
规定、争议解决方式和
风险控制、民法典合同
篇亮点以及企业刑事法

律风险提示等内容进行
解读，并结合网上各类
实际案例，以案释法。
同时也为企业以及企业
职工就税务问题、防诈
骗相关知识、安全生产
法、如何急救等事项进
行了生动的讲解。
   活动中，律师现场
提供法律咨询的服务，
就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
中容易出现的法律问题
进行以案释法，
   通过此次宣传，加

深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
和职工对民法典的认
识，取得了良好的宣传
效果。下一步，武冈经
开区将继续加大普法力
度，把“惠企暖企 普
法先行”主题普法活动
作为 2023 年重点普法
项目，为辖区企业提供
精准、贴心、便捷的法
律服务，通过法治力量
助力辖区企业发展，不
断优化经开区法治化营
商环境。

图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美景

图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美景

研力度，引导企业与大
学对接。市多特农业有
限公司与湖南农大、省
农科院开展产学研合
作，开展中药材全产业
链技术研发、成果转化
和技术服务，是目前湖
南省唯一获批的国家级
中药材专家服务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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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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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望带动
全省玉竹种植 15 万亩
以上，玉竹种植业产值
由目前的近 20 亿元提

高到 40 亿元以上。
    邵东市以优化中药
材主导特色农业产业发
展为方向，聚力中药材
产业发展。该市所辖乡
镇、街道均种植有中药
材，创建了国家农业产
业（中药材）强镇 1 个，
省级产业强镇 2 个，
省级现代农业（中药材）
特色产业园 6 个。分

别成立了邵东市中药材
产业协会、邵东市玉竹
行业协会、9 个省级农
业（中药材）产业化联
合体，为全市中药村产
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社
会化服务。
   依托廉桥中药材市
场，建设廉桥中药材仓
储物流交易中心，不断
完善中药材的销售、仓

储、加工渠道，延伸产
业链条向上游发展药材
规范化种植基地，增强
“产加销”的互联互通
性。创建沿 320 国道中
药材全产业链示范带，
打造中药材标准化种植
区及示范区，推动了中
药材全产业链发展。
   近年来，邵东市成
功创建“中国玉竹之
乡”“中国中药材之

乡”“国家区域性中药
材良种繁育基地”“湖
南省中药材种植基地示
范县”等发展名片。目
前该市生产的道地药材
达 28 个品种，种植面
积 21.7 万亩，年产值
31.55 亿元，种植户达
5 万余户，中药材种植
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 
330 多个，国家级示范
社 1 家。

玉竹基地 刘海摄影

障从“达标提标”向“建
管并重”提档转型。农
村饮用水安全是乡村振
兴发展的重要内容，是
实现共同富裕的民生
基础，事关群众身体健
康和社会稳定。目前，
全区农村人口 37.57 万
人中，解决城市管网延
伸 供 水 27.95 万 人，
占比 74.4%，乡镇水厂
供水 3.59 万人，占比
9.6%，单村水站供水
人口 6.03 万人，占比
16%。全区农村饮用水
接户率 99.99%，合格饮
用水达标人口覆盖率达
99.86%。创新提出农村
饮用水群众问题投诉服
务“加强日常管护、加
强应急处置、加强投诉
处置、加强舆情处置作、
加强检查处置”5 个加
强工作要求，建管并行。
    治水富民，河湖治
理从“美丽河湖”向“幸

福河湖”迭代升级。近
年来，衢江区水利局共
打造了衢江城区段、江
山港廿里段、芝溪莲花
段、衢江高家段等 9 条
省级美丽河湖，逐步形
成了“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的水生态环
境。以衢江干流（母亲
河）为主轴，成片打造
“五卷”特色美丽河湖，
建设各美其美的“十五
篇”水美乡镇，着重打
造上下山溪、芝溪等流
域滨水产业带，基本建
成统一平台、机制健全、
规范运行、全面监控、
处置及时的智慧河湖管
理体系，引领构建全域
高品质幸福河湖网，打
造江河流域治理现代化
的先行示范区。计划完
成投资 3.06 亿元，吸引
或带动周边滨水产业带
产值达到 20.74 亿元。
   （王贤   祝秋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