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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亮 刘燕涛

常州作为吴文化发源地
之一，不仅孕育出著名的“孟
河医派”，在中药方面也颇有
建树，古运河畔有数家百年
以上的老药店，其中名号最
响、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有着
150 年历史的东丰裕药店。
东丰裕百年传承、历久弥新，
时至今日依然是响当当的老
字号。

甘棠桥畔定下“货
真诚信”店规

东丰裕的创办人李秋亭、
杨德周，一位是地方官，一位
是士绅，均深受孟河医派文化
影响。清同治十一年（1872
年），这两位好友几经商谈，决
定在常州城里开办一家一流
药店，造福乡里。他们几经规
划筹备，终择址北大街甘棠桥
北首，修建了一座前后四进共
二十余间的店铺，各进之间有
天井走道，前店后坊，屋宇宽
敞，设备齐全。

开店伊始，李、杨二人便
定下了货真价实、诚信经营
的经营宗旨，邀请一批技能
高超的药师加盟，聘请一流

名医坐堂，一时间名动常
州。东丰裕以选料上乘、配
制精良、按等论价、实事求是
的经营作风，树立了良好的
声誉，业务日兴、称雄于市。
清末民初，东丰裕与老丰裕、
童宁远等成为常州药业名
店，闻名遐迩。

历经风雨成就“老
字号”

1937年日本侵略者侵占
常州，东丰裕毁于战火。东
丰裕的员工们痛心疾首，面
对沦陷区人民伤病严重、缺
医少药的境况，更是心急如
焚。1939年冬，东丰裕员工
团结一心，集资在原址废墟
上建房复业。此时的东丰
裕，因时局艰困，所建房屋颇
为简陋，员工也减至二十余
人，却在抗战中苦心经营，扶
弱济困、仁义守信，直到迎来
抗战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东丰裕进
入了全新发展期，1956年，东
丰裕参加全行业公私合营。
1958年，福民药房和鹤鸣斋
梨膏糖店并入东丰裕，由此东
丰裕成为经营中药饮片、中成
药和西药的中西药药店。同
时，北大街的存心药店也改为

东丰裕分店。1967年，东丰
裕改名人民药店。1978年，
我市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老
街上的老字号、老产品、老传
统，东丰裕药店也恢复了本
名。

1990年城市改造，东丰
裕药店搬迁至北大街1号，百
年老店置身常州核心商圈中
心位置。1998年，东丰裕药
店被纳入常州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2000年，常州人寿天
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成立，东丰
裕药店成为常州人寿天医药
连锁有限公司旗下药店，直至
今日。如今，东丰裕药店营业
面积886平方米，经营范围涵
盖中成药、中药饮片、生物制
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等数
千品规。依托人寿天医药及
常州药业的强大支持，东丰裕
药店重点发扬中药传统优势，
在新时代形成了新的市场影
响力，目前经营的仅中药就有
千余品种。

继往开来弘扬中
华传统文化

据东丰裕店史记载：抗
战前，东丰裕店堂门柱上，挂
着“东丰裕药号各省药材”的
长牌，檐下四块悬牌：精制饮

片、虔修丸散、四时花露、诸
品仙膠。店堂里前饮片柜、
后丸散柜，侧角牌上四个金
字“金匮正宗”。从老店店堂
的古容古貌、严谨庄重，体现
出东丰裕一贯的经营态度。
今天的东丰裕继承优良传
统，以“放心的商品、满意的
服务”为目标，坚持“卖放心
药、吃良心饭”的朴素经营理
念，为百年东丰裕注入新的
活力。

近年来，东丰裕以现代管
理思想构建质量品控体系，依
托人寿天与国内一流药材生
产企业的密切联系，建立长期
稳定的合作关系，为常州市民
提供优质地道的中药材。东
丰裕在店内依法设立中医坐
堂，聘请上海多位著名中医师
提供中医诊疗服务，让市民不
出常州就能请上海名中医诊
治；广泛开展便民服务，长年
坚持代客煎药、膏方熬制服
务。

人寿天总经理刘晔说，东
丰裕将以老城厢复兴为契机，
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
这块金色招牌擦得更亮。

一个半世纪的坚守

东丰裕：卖的是放心药品，传的是诚信之道

■储冠 邮储萱

本报讯 近日，邮储银行常州市
分行先后与溧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金坛经济开发区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将金融“活水”精准引入优质项
目，为园区实体经济注入强劲动能。

根据协议内容，邮储银行常州市
分行将充分发挥其品牌、产品及服务
优势，以“园区+产业+个人”综合服
务为抓手，完善新兴产业、招商引资
企业的资金配套，为政府重大建设项
目提供融资支持，推动经济结构优化
和产业升级。同时，该行还将针对供
应链核心企业，开展“强链补链延链”
行动，以全方位一体化金融服务，降
低企业融资成本，助力企业稳健发
展。

此次合作彰显了邮储银行常州
市分行深耕地方经济、服务区域发展
的决心。该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
一步强化政银企协同，强定力、聚合
力、增动力，为园区民生普惠服务、资
本市场建设“持续发力”，实现金融与
实体经济的双向奔赴与互促共荣。

邮储银行常州市分行

政银企“牵手”，
为实体经济“撑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