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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 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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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第五个农民

丰收节，乾安县大遐畜

牧场（推字分场）稻语花

乡公园将隆重举办庆典

活动，目前各项准备工

作正在紧锣密鼓、有条

不紊地进行中。图为施

工现场。

王殿海/摄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为弘扬长白山人参
文化，打造“林海参乡”品
牌，提升“抚松人参”区域
公用品牌影响力，加快实
现人参产业全面振兴、全
方位振兴，助推人参产业
高质量发展，9月19日，抚
松县第17届“参王大赛”在
抚松县举行。

此次大赛通过专家评
选，最终从 7 棵园参及 14
棵野山参中评选出“园参
参王”与“野山参参王”一
二三等奖。参赛的人参依
次亮相展示，由人参行业
资深专家组成的评审组以
重量、形体、质量三项指标
为标准，对参赛人参进行
观察打分。经过专家严
格 细 致 的 专 业 评 审 ，在
公证员的现场公证下，7
号园参和 13 号野山参脱
颖 而 出 ，分 别 成 为 今 年
的“园参参王”和“野山参
参王”。

抚松人参素有“天下
第一参”的美誉，是驰名中
外的滋补养生珍品，被誉
为“百草之王”。抚松县人
参 文 化 底 蕴 深 厚 ，全 国
80%的人参均产自抚松，曾
出土过重达 285 克的野山
参王，至今仍作为国宝珍
藏在人民大会堂，“参王”
评选已成为抚松人参文化
重要组成部分。

抚松县地处长白山核
心区域，资源禀赋独特，是

“长白山人参”原产地和吉
林人参的主产区，有 1500
多年野山参采挖和 450 多
年人参栽培历史，在种植
培育、产品研发、生产水
平、产业拉动、品牌打造和
市场培育等方面都稳居全
国各县（区）之首。

近年来，抚松县委、县
政府以全省打造千亿级人
参产业为目标，牢牢把握
人参产业重大政策机遇，
全力推动人参产业做大做

强。通过不断努力，抚松
成功入选首批中国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获批国家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人参种
业）及国家级区域性良种
繁育基地（中药材），抚松
人参产业园加快建设，“抚
松人参”栽培及加工技术
等相关标准不断优化，“抚
松人参”区域公用品牌入
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品
牌估值 206.32 亿元，品牌
价值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未来，抚松人参产业
将进一步优化生产要素配
置，加快推进高产优质人
参新品种选育、连作障碍
修复、产品加工等产业关
键技术实现突破，全力提
升服务现代参业建设的水
平，推动人参产业发展从
产品优势向产业优势升
级，使人参产业成为全县
重要的战略性主导产业，
为全面振兴抚松人参产业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17届抚松“参王大赛”举行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
道 9月20日，2022人参产业高
质量发展大会在长春市和抚
松县两个会场举行，开幕式设
在抚松县。大会以“增进国际
人参产业交流、传承发展中国
人参文化、做大做强中国人参
产业”为主题，邀请全国政协、
国家部委、高校院所、知名企
业领导和专家学者、各界嘉宾
1100余人参会，共同研讨人参
产业高质量发展。

开幕式上，白山市介绍了
长白山人参产业发展规划，中
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通过视
频发表主题演讲，36个推动人
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项目集
中签约。白山市会场各项议
程通过音视频与长春市会场
实时联通。抚松县会场同时
举办了人参种质资源保护与
标准化种植、人参学术创新应
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人
参文化和品牌建设、中医药产
教融合 5 个平行论坛，邀请国
内顶尖的中医药、著名高校、
医药企业等相关领域的专家

学者，共同研究探讨人参产业
高质量发展良策，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提供产业支撑。

9 月 19 日，抚松县举办传
承弘扬人参文化，打造林海参
乡品牌人参嘉年华活动，发布
了“参团团”为大会吉祥物。

“参团团”形象是一个可爱的
人参娃娃，头顶红色参籽正在
奔跑，象征着抚松作为“中国
人参之乡”的生机和活力，也
体现着长白山采参习俗这一
传统文化。发布红丝带构成
的“参”字形象为本次大会会
标，将意象化的汉字“参”与

“乡”巧妙结合于一体，寓意
本次大会红红火火，推动人
参全产业链标准化、市场化、
现代化建设的决心。人参嘉
年华活动上，演出了情景剧

《开秤》，还原了当年长白山
采 参 人 开 秤 卖 参 的 真 实 场
景 ，赢 得 现 场 观 众 阵 阵 掌
声。嘉年华系列活动还举办
了“参王大赛”、百家省内外
企业人参特色产品展、人参
特色美食品鉴、开秤节等系

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大会
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吉林省委、省政府将医药
健康产业纳入“一主六双”高
质量发展战略，制定出台《关
于推进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吉林省长白山人参
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等系
列政策文件，为人参产业发展
壮大创造了良好环境。白山
市围绕贯彻国家中医药和大
健康产业发展战略，落实吉林
省关于推进人参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要求，立足做大做强长
白山人参产业，打造国家级人
参产业集群，全力推进现代人
参产业生产、加工和经营三大
体系建设，构建形成了集人参
种植、加工、销售、科研、旅游、
文化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
新格局。截至2021年末，白山
市 人 参 产 业 综 合 产 值 达 到
204.6亿元。人参种植面积、产
量、加工量分别占全省的30%、
46%和 59%，交易量占全国的
70%。

抚松作为“中国人参之

乡”，始终将人参产业摆在全
县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
紧紧围绕“一主六双”高质量
发展战略和市委“一山两江”
品牌战略要求，举全县之力，
优化政策、积极探索，不断完
善人参全产业发展链条，推
动人参一二三产业实现融合
发展，全力打造抚松区域经
济新引擎。“抚松人参”品牌
被推选为 2019年度最具影响
力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品牌
估值206.32亿元。2021年，全
县域内人参留存面积916.2公
顷，累计完成抚松人参种质
资源圃 50 亩基地建设，收集
各类人参种质资源 195 种，全
县约有 4.5 万人直接从事人
参产业。域内万良人参市场
是全国惟一的国家级专业人
参交易市场，2021 年鲜参交
易量为 3.86 万吨，鲜参总交
易额达 27.1 亿元；干参交易
量约为1万吨，交易额（含重复
交易）达 30 亿元，辐射带动周
边省、市、县 10 万余农户从事
人参产业。

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开幕

本报讯 冯超 报道 9月16
日，第三届中国·吉林鲜食玉
米产业大会在四平市召开。
本次大会以“品牌跃升腾飞 产
业振兴发展”为主题，旨在推
进我省玉米水稻产业集群建
设，推动吉林粮食品牌跃升
和 鲜 食 玉 米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实
施。副省长韩福春参加大会
并致辞。

大会介绍了我省粮食品
牌建设与发展，总结了吉林粮
食品牌9年的建设历程和显著
成效，提出了实施吉林大米品
牌跃升工程，突出品牌引领产
业发展。会上，韩福春对吉林
粮食产业发展作了高度概括，
对我省推动粮食产业进一步
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
并向各地嘉宾来吉林合作共
赢发出了热情邀约，合力搭建

多方协作平台，谋划碰撞新发
展格局下粮食品牌建设和鲜
食玉米产业发展全面赋能乡
村振兴的新路径、新实践。

大会还为吉林大米十大
领军企业和吉林鲜食玉米优
质产品获奖企业颁发奖牌。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与省青
年电商协会合作的直播带货，
共销售鲜食玉米80余万件，成
交额2000多万元。

第三届中国·吉林鲜食玉米产业大会在四平召开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记
者在 9月21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 2021
年7月将9月26日设立为“吉林生
态日”以来，省、市两级生态强省
建设组织领导体系、规划体系、政
策体系、清单体系、施工图体系等
基本构建完成，全省绿色低碳发
展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生态强
省建设成效初步显现。

绿色低碳发展扎实推进。聚
焦“双碳”目标，深入落实“一主六
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全方位全链
条推进绿色生产、绿色能源、绿色
流通。绿色产业体系不断夯实。
工业绿色转型深入推进，奥迪一
汽新能源、红旗新能源、比亚迪动
力电池、吉化120万吨乙烯系列工
程等重大项目相继实施。绿色农
业全面推广，千亿斤粮食、千万头
肉牛等重大项目全面启动，截至
去年年底，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
807.84 亿 斤 ，肉 牛 饲 养 量 达 到
580.7万头。生态旅游蓬勃发展，
东、西“双线”遥相呼应，“冰雪”

“避暑”双业并举，“冬奥在北京·
体验在吉林”等系列主题活动形
成强大市场号召力。绿色能源体
系加速构建。加速打造国家松辽
新能源基地核心区，加快推进“吉
电南送”特高压通道项目，“陆上
风光三峡”1257.77万千瓦装机并
网发电，“山水蓄能三峡”全面启
动，新引进新能源装备制造项目
22个。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坚
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
污，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高效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持续深化燃煤污染治
理，全面完成117家燃煤供热企业达标整治，长春、吉
林、白山成功申报国家北方清洁取暖示范城市。今
年1-8月，全省空气环境质量再创新高，优良天数比
例达到92.1％。全力推进水污染防治。统筹实施“三
水共治”，以“两河一湖”为重点，实行“一河一策”“一
断面一策”治理，西部河湖连通主体工程全面完成，

“大水网”建设全面启动，万里绿水长廊加快建设。
开展“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大力推进四平黑土地保
护示范区建设，严格受污染耕地和污染地块安全管
控，积极推动“无废城市”建设，长春、吉林被确定为
国家“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去年以来打造“美丽庭院、干净人家”20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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