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参是通化的形象名品，更是
产业名片。

大雪过后，展开通化县人参产
业发展画卷，寒意难敌发展热潮，
奋进活力跃然而出。

走进企业生产车间，生产线
全力运转，工人争分夺秒、抓紧生
产，一件件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
的优质人参产品，销往全国、走向
世界……

近年来，通化县立足人参产业
前沿、趋势，把脉产业发展方向，健
全人参产业“链条”，围绕标准化种
植、精深加工、打通市场、科技创新
等方面，实现了高质量跨越发展。

舞动龙头唱大戏

赋能产业强发展

“人参全产业链典型县”是通
化县的代名词之一。

探访通化快大人参产业园发
现，通化县人参全产业链建设已然
开启。

计划投资20亿元的通化快大
人参产业园内，种植、加工、销售等
一二三产高度融合的全产业链发
展格局，改变了过去人参产业生产
规模小、产品附加值低、无序分散
经营状况。

行走在产业园里，参香扑鼻，
一家家从事人参土特产生意的商
户开门迎客，货足价稳、供销两旺。

“2014 年，听说家乡建了一
个人参产业园，我就决定返乡创
业。现在有一个直播店铺、两个
拼多多店铺，正打算把个体工商
户升级为公司，再打造品牌，已
经开始着手申请注册商标了。”
在产业园帮助扶持下，商户万国
清信心十足。

“我一直在辽宁做人参生意，
听说通化县人参产业园电商发展
得很好，就来这成立了分公司。
这里物流处理快、不压单，现在好
的时候一天能卖出去四五百单，
销售额近 3 万元。”产业园优良的
发展环境，让商户袁振广赞不绝
口。

目前，通化快大人参市场交易

版块已建成商铺9.2万平方米，入
驻商户749户；人参仓储物流版块
建成恒温冷库1.2万平方米，存储
人参等产品1.3万吨，市值约14亿
元；人参精深加工版块建成绿色智
能人参加工车间8万平方米，人参
精深加工车间 8200 平方米，入驻
人参加工企业 95 户，年均加工人
参近5000吨，产值13亿元；人参电
商 营 销 平 台 孵 化 培 育 电 商 560
户。截至 2022 年，园区实现人参
交易额 65 亿元，其中电商销售额
14.92 亿元，位居吉林省农村电商
综合排名第二位、人参产品电商销
售第一位。

无独有偶，不满足于人参种植
和原料药销售，而是将其进行产业
化发展，通化县一批接一批人参加
工企业不断向高端迈进，实现全产
业链发展。

全县现有人参加工企业总数
达1100家，其中参威、一洋等大型
人参加工企业 30 家，省级以上龙
头企业 10 家。通过技术创新，开
发出人参类药品、饮品、保健品、化
妆品、食品、洗涤用品六大系列
600多种人参精深加工产品，年加
工产值达17亿元。

参田变成“掘金地”

高标准育出好“参”

坚持让人参产业走向上游，通
化县全面推进人参标准化种植，提
高和推广人参标准化种植技术，进
一步提升人参品质，现已建成以金
斗、大泉源、西江、三棵榆树、光华
等多个示范作用明显的林下参、非
林地人参规模化种植基地。

截至目前，全县人参留存总面
积达11.3万亩，其中非林地人参留
存面积2.6万亩，林下参稳定在8.7
万亩；2022 年全县实现鲜参产值
3.5亿元。

多年来，坚持让人参产业走向
上游，通化县全面推进人参标准化
种植，群山环抱间不仅仅是万木朝
阳的优良生态之景，还蕴藏着人参
产业蓬勃发展所铸造的“金山银
山”。

在通化县英额布镇山头村，种
植人参30多年的通化茂盛生态农
业总经理孙茂军，正在参地精心莳
弄着一株株宝贝，俯身一看，人参
花即将绽放，似迎风微笑，煞是喜
人。

孙茂军津津乐道地说，为了
种出高品质的好人参，他在种参
前两年就开始培养土地。“养地是
为了给后期人参生长积蓄充足的
养分、创造良好环境，这样栽参不
破坏生态，人参下山后，不仅可以
实现粮食上山，还能实现粮食增
产。”

执着育好参，兴好业。通过种
植标准化的引导和发展，通化县有
力提升了人参标准化种植水平。

“参香”馥郁“参意”浓

“参”“旅”融合添动能

老把头文化是长白山人参文
化的精髓。

位于通化县境内的老把头孙
良墓，是迄今为止在长白山区发现
的与人参文化相关、唯一地标性历
史遗迹。以老把头墓为核心的老
把头文化是长白山地区宝贵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

“参”“旅”融合，通化县重点打
造“人参之路”，从老把头墓开始，
途经通化县经济开发区、通化县县
城、金斗朝鲜族满族乡，终点为通
化振国养生谷壹号庄园的棒槌山，
全程 40 公里，已成为通化市旅游
五大特色品牌之一。

踏上“人参之路”，感受深厚的
人参文化底蕴，游人可以一路听着
无数神奇的人参传说，品尝惊艳味
蕾的人参宴特色美食，了解和体验
采参放山，感受独具魅力的民风民
俗。

如今，从参户世世代代零散
种植、采挖，到被通化县列为重
点特色产业；从粗放原始的粗加
工到全株开发的精深加工，通化
县人参紧跟时代步伐，种植更加
规范、精深加工更具规模、市场
体系不断完善、科技创新成果不
断，产业发展稳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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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一洋人参产品走俏市场

参花绽放

快大人参产业园

遗失公告
梅河口市洪艳小吃部《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遗
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220581MA166LB98J，法 人 ：
郝洪艳，经营场所：吉林省梅河
口市大市场院内9号车库，许可
证编号：JY22205810017953，声
明作废。

遗失公告
梅 河 口 市 和 成 酒 行《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副 本 遗 失 ，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220581MA14DQK44C，法人：
刘德君，经营场所：吉林省梅河
口市泰源街 1109号（食品街），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2225000075593，发证日期：
2017 年 9 月 22 日 ，有 效 期 至
2022年9月21日，声明作废。

房屋所有权证遗失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孙传东，坐

落: 辉南县楼街乡长兴村高家
街社，建筑面积: 90 平方米用
途: 住宅，吉房权证辉楼字第
11-1-6号。孙刚继承该房屋，
其他继承人自愿放弃。与此相
关的利害关系人对此公告有异
议的，应在公告之日起十五个
工作日内向辉南县不动产登记
中心提出异议申请，逾期不申
请异议的，不动产部门将为其
办理继承登记。特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2023年12月6日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孙传东，坐

落:辉南县楼街乡长兴村高家街
社，面积:90平方米，用途:住宅，
房屋所有权证号：辉楼字第11-
1-6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辉
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根据《不
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二十二条规定，予以遗失公
告，与此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对
此公告有异议的，应在公告之
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辉南县
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申请,
逾期不申请异议的，不动产登
记中心将补发不动产权证书。
特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 -8215876
房屋所有权证遗失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师文发，坐

落:辉南县楼街乡苗家街村姜家
街社，面积:94.3平方米，用途:住
宅，房屋所有权证辉板字第155
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辉南
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根据《不动
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
二十二条规定，予以遗失公告，
与此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对此公
告有异议的，应在公告之日起
十五个工作日内向辉南县不动
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申请,逾期
不申请异议的，不动产登记中
心将补发不动产权证书。特此
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房屋所有权继承与赠与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姜文林，房

屋坐落:辉南县杉松岗镇和平
街，建筑面积:42.9平方米，用途:
住宅，（回迁后地址:民乐宜居16
号楼 2 单元 404 室，面积:69.86
平方米，回迁协议编号:1218），
由子女姜金宝继承该房屋，配
偶徐美容将房屋一半所有权赠
与给子女姜金宝，其他继承人
自愿放弃。与此相关的利害关
系人对此公告有异议的，应在
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
议申请，逾期不申请异议的，不
动产部门将为其办理继承登
记。特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减资公告
吉林省佳盛科技有限公司

因经营需要，经公司出资人决
议决定，依法减资，从（原登记
注册资本 500万元整，减至 50
万元整），请本公司债权人，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到本公司申报债权，办理相关
手续。

公司地址：吉林省长春市
朝阳区开运街 114 号天一·朝
阳·地矿花园第 5【幢】1 单元
1701号房

联系人姓名：栾淑艳
联系电话：19969549559

通化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