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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县药材公司所属西街医 卜

势商店营业厅

▲

攸县药材公司所属十个基层购销站

丫之一——菜花坪购销站

苏区新店——漕泊药店。漕

．．泊在土地革命时期为湘赣省委机

关驻地。当时苏区政府曾在七

里、新漕等地开设过三所中草药

店。



▲

业务人员积极配台中心，开展业务活动，经常组织货郎担，送药下

乡；同时就地收购零星小宋药材，方便群众。

图为城关药材站职工在“双抢”期问，出动零售担下乡情摄。

攸县药材公司制药厂，由一间破棚起

．．家。发展成为现有建筑总面积达1，950平方

米的两层楼房。图为制药厂生活区一角。



d金银花为攸县历来地产主要药材

之一。现仃家种银花基地9个，种植

银花面积计81 5茼。图为大瑞银花基

地一角。

■可1984t}-，全县有家种栀于基

地30个，共计『【_i积这2，054由。

圈为赉群地一缃。

收购人员，经常深入产区，

进行药材收购。

图为菜花坪药材站正在组纵

收购生地黄的情肘。



序

仪县地处罗霄山脉中段，武功山西南地带，为湘东地区中草药

材主要产地之一。长期以来，攸县人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和

积累了许许多多有关识药、采药、制药、用药及管药等各方面的知

识和经验，为攸县药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攸县药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已成

为国营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建设中，

发挥了应有的积极作用。

对于仪县药业发展的全过程，我们应该有所了解，有所记载，有

所总结，使更好地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

攸县药材公司自去年五月起，组织人员，着手编纂药业专志。

经过一年多来的资料搜集和文字整理工作，《攸县药业志》终于定稿。

在付印之前，约我写序。我便写上这几句话，表示祝贺。

刘 炜

198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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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955一一1984年)

1955年8月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基础上，攸县成立公私

，合营药材批发部。营业地点暂设县城内私营药店蔡同兴号店内。受

攸县供销总社领导。

1956年1月湖南省供销总社驻湘潭办事处第55号文件批复，将

攸县公私合营药材批发部，改为攸县供销社药材经理部。

1 956年2月攸县私营药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面铺开，至5月

底结束。全县I48家私营药店，全部被吸收参加公私合营。

1 956年6月遵照国务院“将药材经营交由国营商业管理”的央

定，攸县人民委员会以(56)会商字76号通知，决定撤消攸县供销

社药材经理部，成立中国药材公司湖南省攸县县公司。

1 956年6月 中国共产党攸县药材公司支部委员会正式成立。

l 956年7月 在基层划片设立城关、皇图岭、新市、菜花坪、莲

塘坳、、『，江桥、鸭塘铺、慈峰山共八个公私合营国药总店。

1 9 5 7年3月 攸县药材公司在醴陵阳三石设立药材中转储运站。

l 95 8年l 2月 根据县卫生科及商业科的联合通知，攸县药材公

司将所属农村的中药店，划归卫生部门管理，

一
1 9 59年8月 金县第一家社办家种药材专业培植场，在、r江桥公

1



社严湖大队建成。集中土地一百余亩，种植药材十余种。

1 960年8月 全县第一含县办家种药材专业培植场，在峦山公社

陶坪建成。从外地引种和从本地野生改种中草药材共计37种。

l 96 1年4 A 湖南省药材公司在攸县召开全省中药材生产收购

工作现场会。参加会议的有全省各市县药材公司代表400多人。攸县

代表在会上介绍了攸县在种植、收购中草药材的经验。

1 96 3年1 2月 攸县卫生科、商业科联合发出通知，将原由卫生

部门经营的中西药品、医疗器械业务，全部移交给县药材公司经营，

并明确划定攸县药材公司隶属县商业局主管领导。
”

l 96 3年1 2月 峦山中药仓库保管员周石根，违章擅发剧毒药品

信石，造成邻居刘勒仔误服后中毒死亡事故。

l 96 4年6月 全县中西药仓库开展清仓利库工作。共计报废处

理伪劣药品及医疗器械计值一万多元。

l 964年1 0月 湘潭地区商业系统技术比武大会在茶陵举行。促

县药材公司第一次派药工聂业洪、罗少珊、郭顺华参加。聂业洪获

得一等奖。

l 965年 全县公私合营药店私股本息分年偿付，至此全部付

清。原公私合营药店全部转为国营企业。

1 96 6年2月 廖公铺药店营业员丁三元，在出售“临汝药酒"

时，因对用户末讲清用量和服法，造成社员廖晚生一次全部服完后

暴死的责任事故。丁三元被判处徒刑两年。

l 9 7 0年2月 经县团委批准，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攸县药

材公司支部委员会。

1 970年6月 县公司从各基层站选调部分加工技术熟练的药卫，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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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专业加工班子，建立中草药材加工厂。 一、

1 97 1年3月 县药材公司与卫生局联合开展第二次药材资源普

查，参加人员有36人。普查在12月底结束。共发现地产中草药265

种。 、

1 97 1年4月 攸县中草药材加工厂改为“攸县药材公司制药厂”。

正式成为单独核算经济单位。

1972年8月全县各基层国药总店改为药材购销站。

1 972年9月湖南省中药材生产收购工作会议在郴州召开。指定

攸县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攸县财贸办主任安怀忠、药材公司经理

何菊林在会上作了经验介绍。

l 973年8月 湖南省医药工作会议在攸县召开。县委常委、县财

贸办主任刘伯福代表县委作了“为革命大力收购中药材"、的汇报

发言．

l 97 3年l 0月 攸县被湖南省药材公司定为联系点。

1976年4月攸县药材公司在仪县火车站建立药品中转仓库。

l 97 7年1 2月 3日至1 7日，国家商业部、农业部、卫生部、外贸

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在北京召开“全国中药材生产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区有关部门负责人500多人。攸县被列为全

国药材生产收购重点县之一。药材公司经理何菊林参加了会议，并

在会上作了“坚持党的路线，抓好中药材收购工作"的典型发言。

l 97 8年1 o月 中共湘潭地委、湘潭行政公署命名攸县药材公司

为红旗单位；并颁发荣誉证书。

1 97 8年1 0月 县公司将粼药材购销站撤消，分别设立酒埠J■峄Lk

江、黄丰桥、峦山三个药材购销站。
只



1 979年4月 中共湖南省委、省革委，命名攸县药材公司为红旗

单位，并颁发了荣誉证书。

1 979年8月 全国中药材收购工作会议在辽宁省新城召开。中国

医药总公司指定攸县派员参加。县公司经理出席会议。在会上作了

“增设网点，扩大收购”的专题发言。

1 980年6月 湖南省卫生厅、省医药管理局联合开展全省中药质

量大检查。通过检查评比，攸县药材公司被评为“全省中药质量先

进单位”。

1 980年8月 全国中药材购销工作会议在浙江绍兴召开，指令仪

县派员参加。县公司经理罗乾元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发言，

介绍攸县药材收购工作情况。

1981年4月 全国医药企业整顿工作会议在辽宁沈阳召开，指令

攸县派员参加。县公司经理罗乾元出席会议，并在中南五省联组会

上作了“攸县药材公司企业整顿初步打算”的发言。

1 982年4月在安徽芜湖召开的全国医药企业整顿座谈会上，仪

县药材公司经理罗乾元，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了会议，在会上介绍

了攸县药材公司系统企业整顿情况。

1 9 82年6月 攸县遭受了百年未有的特大洪灾。药材公司制药厂

被洪水冲倒厂房2 l 0多平方米，损坏机器，冲走药材。全部直接损．

失共计9484元。

1 983年1月 攸县药材公司首届职工代表大会召开。到会代表

42入，其中正式代表35入。

l 983年1 o月 攸县药材公司在新街新建职工宿舍落成。宿舍。

面积达3，l 07平方米。有20户职工住进了新套间。 t

应
。



l 983年1 2月 湖南省卫生厅药政局批准攸县药材公司为湖南

省驴胶生产点。统一编号为湘准字(1 984)33一006。

1 9 83年1 2月 全国医药储运工作会议在云南昆明召开。攸县

药材公司根据国家医药总局指令派员参加，并在会上作了“我县试

行三级批发仓库内部核算办法，，的典型发言。国家医药总局局长李

延东在发言材料上作了批示，以大会附件印发各省市。
一

1 984年4月 经县委批准，成立中共攸县药材公司总支委员

会，下设七个基层支部。

1 9 84年1 1月 攸县药材公司系统企业整顿全面合格。湖南省

药材公司颁发了“合格证书”。

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