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第一药市”“千年药都”，众多
美誉傍身，这既是光环也是挑战，如何
保持优势地位也是安国不得不思考的
问题。

安国药业传承至今。在“种好药”方
面，安国于2016年开始建设安国现代中
药农业园区， 核心区总规划5000亩，主
要建设3800亩中药材标准化种植示范
区、800亩中医药文化博览园、300亩现
代中药种业基地、100亩中药材种质资
源圈。

据安国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张炼介
绍，安国市大力实施“1+10+100”中药
材标准化种植工程，与陕西师范大学等
11所科研院所合作，对拳参、苍术、黄精
等9个品种进行了脱毒组培、提纯复壮，
打造了1万亩良种禁育基地；以“八大祁
药”为主要品种，探索推广了“企业+基
地+农户”生产体系，建设了10万亩规范
化种植基地。

在“做好药”方面，安国市积极融
入京津保生命健康廊道，打造生命健
康产业高地。目前，河北安国现代中
药工业园区占地面积 10.29平方公

里，北京同仁堂、国药乐仁堂、天津红
日药业等149家企业已入驻， 其中规
模以上企业65家， 年产值1亿元以上
企业40家。

北京商报记者在园区的河北橘井
药业有限公司看到， 该公司拥有中药
饮片炮制技术（酒制）、饮片的精准化
研究等技术， 在中药饮片的主营业务
基础上， 业态延展至中医药互联网+，
承担智慧煎药、配送等服务。据公司相
关负责人透露，公司的年营收金额超6
亿元。

安国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冯苗
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安国聚力打造高
端产业。大力开展“中成药企业培养行
动”，支持药都制药、亚东制药等中成
药企业做大做强，引导聚药堂、橘井、
康美等传统中药饮片企业加大研发力
度、优化萃取工艺，向高附加值的中成
药等领域拓展。 在打造健康食品品牌
上，安国依托健康食品产业园、大健康
创新港，招引培育药膳预制菜、健康食
品龙头企业，打造“百亿级健康食品产
业集群”等。

坐落在药王庙大街59号的药王庙
见证了安国药市的兴起。“庙立药兴”，
安国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三级调研员
王志用这样四个字形容道。

在安国市， 无论是游客还是药材
商，药王庙都是绕不开的一个地方。作
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药
王庙坐东向西，包括前院、中院、后院
三进院落， 另有两个跨院， 有马殿、药
王墓亭、正殿、后殿、名医殿、碑房、钟
鼓楼等单体建筑17座。 药王庙供奉的
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帝王御赐的
“药王”———邳彤。 每年的药材交易会，
药材商都会到此虔心祷拜。

药王庙源于东汉， 肇造北宋，明
清扩葺。建成后，邳彤被各界奉为安
康福寿的保护神。一时间，进香参拜
者纷至沓来，药王庙香火会也逐渐演
变成为药材交易庙会。各地的药材源
源不断运到安国交易，道地药材开始
在安国集中运转。明末清初，安国药
业逐渐形成了“十三帮”“五大会”，药
材交易春五秋七，经年不断，药材交
易的兴盛，使得安国成为北方最大的
中药材集散地。

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十月十五是
邳彤的诞辰和忌日，药王庙会举行盛大
的庙会。庙会由“十三帮”轮流主持，昼
夜献戏。“十三帮”是根据不同地域划分
并形成的药商帮系， 包括京通卫帮、关
东帮、古北口帮以及西北口帮等。在十

三帮萌生之初，本土药商以市域分立五
大会（商帮组织）。

药材商业活动的兴起，使安国出
现药材交流活动的专业市场———药
市。 据1996年出版的《安国县志》记
载，宋代药市初起，交易市场仅限于
药王庙前，随后药市不断扩大，形成
了南关药市、 西关药市以及祁州药
市。其中，南关药市历史最久，祁州药
市规模最大。

电视剧《大宅门》讲述了中国百年
老字号“百草堂”药铺的兴衰史，其中安
国药材市场“开市”、 选购黄连的技巧
等，都再现了安国药市当时的繁荣。

药材贸易的兴盛带动了药材种植
业以及加工业的发展。 据王志介绍，明
万历年间（1573-1620年），安国衍生出
种植、切片、炮制、制药等业态。

随着药业繁盛，安国衍生出诸多
经营门类。清末药号2000余家，银号
100余家，印刷药单、包装作坊达20余
家。种植、切片、炮制、制药业态进一
步爆发， 乾隆年间种植品种达48种，
后形成著名“八大祁药”（祁紫菀、祁
山药、祁荆芥、祁白芷、祁薏米、祁菊
花、祁沙参、祁花粉）。

如今，安国市拥有精制饮片、配方
颗粒、中成药、大健康产业，并培育引进
生物医药、生命科学、生物技术等新业
态， 积极融入京津保生命健康廊道，打
造生命健康产业高地。

从历史中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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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请问安国市在中医药产业发展方面
的经验做法有哪些？

A：近年来，安国市聚力建设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现代化中医药之都。坚持把规范中
药材种植作为源头；坚持把科技研发创新作
为支撑； 坚持把中药产业集聚作为关键；坚
持把品质市场建设作为品牌；坚持把传承康
养文化作为内涵。 在规范中药材种植方面，
安国市大力推进“1+10+100” 中药材规范
化种植工程，打造了1万亩的中药材良种繁
育基地，建设了10万亩以“八大祁药”为主
的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带动了周边县市
及太行山、燕山山脉近100万亩中药材规范
化种植。

在科技研发创新方面，安国市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深化与国家药
植所、北京中医药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等知名院校的合作。华北药
用植物园、国家药植所安国研发中心落户
安国。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河北省中药
质量研究院、河北省中药材质量检验检测
研究中心、安国市工业设计创新中心启动
运行。

在品质市场建设上，安国市加快推进战
略储备仓储项目建设，不断完善中药材市场
功能。 深入实施中药材检验检测全覆盖行
动，中医药产品质量检测、质量追溯、诚信三
大体系初步建成，以实际行动叫响“安国药
市无假药”的金字招牌。

Q：请问未来安国市将从哪些方面发力，
继续保持“千年药都”的优势地位？

A：安国市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积
极承接京津科技溢出和产业转移，在对接京
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现代化中医药之都。

一是强基础、练内功 ，全面提升综合
能力。

二是保质量、提品质，聚力打造高端
产业。

三是创品牌、扬优势，做强做优特色产
业。具体举措有，聚力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
健全政策措施，深化“拿地即开工”审批制度
改革，全面推行园区企业投资项目“区域评
估＋标准地+承诺制+代办制+先建后验”改
革；深化与京津科研院所合作，加快推动京
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中草药超细加工产
业创新中心、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食药
超微加工技术（安国）实验室等在谈项目落
实落地；深耕中医药健康旅游“五大板块”；
打造健康食品品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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