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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德兴制药厂外景



分公司现任领导合影



分公司保管员在检查商品质量

分公司保管员在清点商品



分公司保管员在整理货位

江西弋阳制药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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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四年婺源制药厂山腊梅冲剂评为省优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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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地区是方志敏烈士的故乡，是土地革命时期的红色根据地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有

着极其光辉的一页。它，位于江西东北部，东连浙江，南接福建，北靠安徽，素有赣东北门

户之称。全区共有十二个县市，土地面积约22791平方公里，地貌多山区丘陵，药材资源较

为丰富，古往今来，人们一直开发利用这些资源，用以强身治病，造福于民。据历史资料记

载，早在明代中期，铅山县河口镇就拥有四十余家医药行店，商贾云集、盛况空前，成为当

时江南的药材集敬地之一，到了明末清初，负有盛名的“樟树"，“建昌"药邦又相继传入

我区，二者在中药加工工艺上独树一帜，各有千秋，对我区后来的中药材加工工业和医疗事

业的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些史实，既表述了前人的功绩，也证实了我区的医药事业

渊源流长。然而，在旧社会，国弱民穷、屡遭兵燹，医药资料多已散失，医药事业也因之受

到严重损失。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医药商业蒸蒸日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由

于历史原因，前无上饶药志问世。“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为总结历史经验，继承祖国医

药事业宝贵遗产，开创我区医药工作新局面，在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的盛世之年，医药

战线的编志人员不辞劳苦，通过二年多采访．征集了大量资料，编篡出版了我区第一本药志

——《上饶地区医药志》，作为在国庆四十周年向上饶人民的献礼，作为给后代留下的精神

财富。本志主要记载明朝中期以来赣东北地区医药事业兴艾的史实，内容丰富，材料翔实，

集区域性，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子一书，值得我区医药商业干部职工一读，我们拜读之

余，写下此文以记之，是为序。

朱念国黄昌荣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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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委行署对“修志工作"的统一部署，在地区商业局编志办的指导下，公司党委

的直接领导下，予一九八七年六月成立了编志办公室，配备专(兼)职人员共五人，历时二

年，经过全体编写人员的共同努力，获得了比较丰富的资料，通过资料的搜集归编，分类整

理，分析研究、综合汇总，终于出版。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贯彻“存真求实’’的方针，遵照详今略古的原则，力求做到事实清

楚，反映客观，数字准确、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并采用文，表、图相结合的方法横排竖写

的体例并按年份顺序编篡成《上饶地区医药志》。

《上饶地区医药志》是我区医药系统一部综合性，资料性工具书，也是一项基础工程，

对我区的医药企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整理和论证，全书约

15万字，系统地介绍了上饶地区医药商业，工业的主要情况，集中地反映医药公司成立以

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区医药商业及医药商办工业的发展过程。本志尽管内

容不尽完善，疏漏难免，但它为研究医药企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为各级领导

提供了决策的依据，为全区医药系统相互之间提供了信息和数据，无疑《医药志》是继往开

来，千秋大业，意义深远而重大，对促进我区医药事业．振兴经济必将起着积极，有益的作

用。

希望通过本志，将进一步激励、鼓舞全区医药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谱写新篇，为促进

企业管理，振兴医药事业，勇于开拓，积极进取，再接再励

本志是一项涉及面广，技术性强，工作量大，要求高的

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领导，行家、广大阅

本志编成，得到有关单位许多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

上饶

经验不足，水平

、、
谢。

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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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所用资料，多数来自地区医药分公司档案室、各科(站)的档案资料和各县市

医药公司及商办药厂报送的资料，以及上饶地区档案馆、上饶市图书馆摘录有关资料，与有

关部门和知情人，当事人提供的资料。编纂时就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二，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为指针，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一系列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上限起自所载事物之发端，下限一般至1985年，少数记

述时间延伸至1986，87年。

兰，本志以现行行政区魁十二个县市为准，但在历史叙述中，也有涉及已划出的东乡，

鹰潭，贵溪，余江、乐平等县市的少数事例。

四、本志结构分为：大事记和经济成分，机构网点，商品流通，医药工业，管理等五章

十四节。大事记和此五章十四节为本志的主体，最后附录共五篇，为本志的补充和志书之结

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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