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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

记者 殷艳萍 文/图

药农 天生勤劳难自弃

张西军又出发了，推着三轮车，备好工具，

轻轻走出院门，开始在街上寻找“目标”。

在亳州市区一条马路上，张西军停了下

来。这儿有片路面坏了，形成一个浅坑，来回

过往的车辆一经过这里，都要颠簸几下。张西

军拿起铁锹，忙活起来。这个浅坑，面积不小，

张西军带的石料不够，要从路边再寻找石料。

九月的天，一场秋雨过后，放晴的这几天也算

得上秋高气爽，71 岁的张西军头上渗出了汗

珠。平完这个坑，张西军骑上三轮车，又开始

寻找“目标”。

个头高，精神好，骑着车子到处跑。这种

情景，在亳州市区生活的人们，早已熟悉不

过。三轮车上写着张西军的电话号码，遇到什

么麻烦事，总可以给他打电话，一年四季，他会

风雨无阻地过来帮忙。

十几年来，不管别人怎么认为，张西军一

直坚持他的这份“工作”，多做点事，不但可以

方便别人，自己心情也好，又可以锻炼身体，张

西军认为。他的身体确实不错，一把年纪了，

靠着墙就玩起了倒立。

他是社区里的活雷锋，街坊邻居有求必

应；他是道路护养员，垫路补桥样样都干；他是

亳州好心人，水里火里勇敢救人……十年来，

他用汗水修补着城市的瑕疵，也修补着这座城

市的心灵。

药都活雷锋，一个精神符号，将亳州人的

大爱，融入点点滴滴中。他创新过，奋进过，务

实着，也一直厚德着，亳州如他，他是亳州。

厚德、务实、创新、奋进

千年药香沉淀 亳州不“薄”

亳州，中国的四大药都之一，有着几

千年的中草药种植历史，在这里，几乎每

个人都与中草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传统的中医药内涵，就是“道

德”。亳州以药立市，有着博大精深的中

医药文化，对道德的理解，纯朴而又深

厚。药农质朴，勤劳一生，他们是一个

人；药商诚实，朋交四海，他们是一群人；

药企做德，他们的一举一动，关系到所有

职工、企业生存和城市发展，他们是一个

集体。药农、药商、药企，他们融为一体，

他们是一座城。“厚德、务实、创新、奋进”

的亳州城市精神，渗透在他们的血液中。

白芍是亳州的市花，亳州谯城区的

一些田地里，到处一片繁忙，药农们脸

上一片灿烂。

张店乡高阁村，70 岁的老人杨清志

忙坏了。白芍虽种得不多，就那么两亩

多地，可只有他和老伴俩在忙，收白芍

是个繁琐的活，但老人家干得很细致。

杨清志说，白芍收回家后，要去掉

表面的泥，放在锅里煮。煮好，剥皮，晾

晒，晒干后就可以卖了。他家的白芍由

于个大、质地好，总能卖个好价钱。除

了这两亩白芍，杨清志还种了两亩牡

丹。牡丹已生长五年，再过一个月，就

可以卖了，杨清志初步算了算，这些牡

丹能卖一万多块钱。前些日子，老两口

在烈日下忙了20多天。从早晨的清凉，

忙到中午的火辣，再从下午的炙热，忙

到黄昏的恬适。一下地就一身汗，老伴

乔桂荣摘下头顶的毛巾，轻轻地给他擦

拭，半天的劳作，可以湿透干燥的毛巾。

憨厚的老两口种了一辈子药材，有

着丰富的田间管理经验。像白芍和牡丹

这种草药，为了能让它们得到充足的生

长，杨清志基本上五年一收。一个又一

个五年过去，杨清志慢慢老了，可一干

起活来，根本不像一个七旬老人，麻利，

勤快。干活干习惯了的他，总也闲不下

来，勤劳成了他一辈子的习惯。

杨清志，亳州药农的一个代表，把

勤劳刻进岁月里，把务实担在肩头上。

古往今来，正是这千千万万个杨清志，

奠定了亳州药材市场的基础，也成就了

这座城市的精神脊梁。

张华现在是亳州一家药企的老总，但

刚创业时，大家都戏称他为“穷小子”。

18岁那年，张华开始做药材生意，年

轻不懂经营的他，吃了不少苦头，还欠下

大量外债。张华不得不远赴浙江寻求发

展。他独自联系供货单位，骑着自行车一

家家送货。“有一次我身上就剩两块钱了，

拿药材换了几个泡面，硬是撑了三天。”

张华得到了回报，骑了多天的自行车

后，他得到了第一桶金：一万多块钱。之

后他生意越做越大，2002年成立了公司，

合作伙伴越来越多。

漂泊的艰辛，张华深有感触。事业有

成的他，特别照顾外地客商，他建了一个设

施齐全的家庭宾馆，免费为他们提供食宿。

3年前，张华看广州客商梁小扬事业刚

起步，就让他住了家庭宾馆。半年后，生

意有所起色，梁小扬要支付食宿费，张华

拒绝了。“拿这钱回家你孝敬父母吧！”

“在家千般好，出门万事难。我也在

外地闯荡过，所以我能帮助他们一点，就

帮一点。要让外地人知道，咱亳州人不

薄！”张华说。

亳州不薄，是亳州人常挂在嘴边的一

句话。在亳州，药商基本来自药农家庭，

在上辈的熏陶中，他们将“厚德”带到了为

商之道中。

多年前，亳州中药材市场上曾出现

过伪劣药材，形象一度受损。这刺痛了

一些药企的神经，“我要用自己的努力，

为亳州人争一口气。”亳州千草药业饮片

厂董事长李继武暗暗下了决心。

李继武生于谯城区一户农民家庭，

1989年，19岁的他怀揣着家中东拼西凑，

甚至卖掉耕牛的几千元钱，开始了“跑

药”生涯。

2002 年，李继武成立了亳州千草药

业饮片公司，两年后，通过了 GMP 认证，

为我省第一家，并注册了“亳药”牌商标。

“确保质量没有捷径，更不是喊喊口

号。”李继武说，为了确保中药材里不含

二氧化硫，千草药业很多品种的中药材，

直接从农民地里收购，确保从源头上把

好质量关。

“做药就是做德。”李继武认为，一个

企业不能保证质量，是不能长久发展的。

在饮片厂内，“以德制药，以品树人”的大

幅标语十分抢眼。李继武说，弄这么一个

大幅标语，就是想要每个员工都能看到，

时时刻刻记住做药是一件良心事。2009

年，“亳药”牌商标被评为“安徽省著名

商标”，这是对李继武最好的回报。

在药商不断的创新和奋进中，一批

批药企涌现亳州。药企做药，将厚德升

华，变成一种责任。这种责任，构筑了亳

州发展的中流砥柱，滋润古老的药都焕

发生机。

药商 让外地人知道亳州人不“薄”

药企 做药就是做“德”

“活雷锋”点滴汇聚亳州大爱

“城市精神大讨论”邀请您参与
本报结合“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

将继续推出“星报记者走基层之寻找城市精

神”大型系列报道。通过对安徽不同城市的

“城市精神”的寻找，挖掘每个“城市精神”的深

层次内涵。

为使此项活动更深入、更持久、更广泛，本报

发起一场“城市精神大讨论”，欢迎您提出自己的

看法，您认为您所在的城市具有何种城市精神，

或者需要弘扬什么样的城市精神，请您拨打本报

热线：0551—5223760；您也可以把自己的看法写

成文字，发送到邮箱wangtao00007@163.com。

亳州中药材市场一角 张西军在修路

亳州，以药立市，拥有全国最大的中药

材交易市场，日上市量达6000余吨，2600

余种。亳州的发展和中药材紧紧相连。在

药农的种植中，在药商的奔走中，在药企的

壮大中，亳州市政府始终作着强大的后盾，

带着他们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华药都 养生亳州”是亳州重点打

造的城市形象，也是亳州近年经济发展的

重要思路。亳州市委外宣办主任邓书扬

介绍，在“十二”五的规划中，亳州将着力

打造以中药材种植、中药饮片加工、中药

产品商贸物流为主导，药用辅料生产和文

化旅游为配套的现代中药产业链。2015

年，建成千亿元现代中药产业基地，其中，

中药加工业产值达到400亿元以上。“亳州

一直在锻造着“药都”这块金字招牌，在不

断的发展创新中，让千年药香给亳州人民

的生活锦上添花。”邓书扬说。

药都 发展创新中锻造金字招牌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