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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兴“参”新答卷
——通化县推动人参产业提质升级观察

潘宜芹 常平 本报记者 吴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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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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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岗山脉，林海无垠，物产丰饶，关东无
双，特别是“百草之王”人参。千百年来，这
里流传着许许多多有关人参的故事，“老把
头”放山的号子仿佛回响于耳际。

在通化县，作为迄今为止在长白山区发
现的与人参文化相关的、唯一的地标性历史
遗迹，采参始祖老把头孙良墓赋予了这里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成为长白山人参“老把
头文化”发源地。

乘着省委、省政府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东风，通化县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地
域优势，围绕通化市人参产业千亿级发展目
标，优化顶层设计，科学谋划实施，奋力谱写
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底蕴厚，人参文化源远流长

在长白山区，人参文化的灵魂就是采参
祖师、老把头孙良。孙良墓位于通化快大人
参产业园附近，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同时
也是通化“人参之路”精品旅游线路的起点。
明末清初，齐鲁大地的人们为了生计开始闯
关东，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长白山腹地，
从事各行各业，但大多是与深山林海打交
道。有一年，来自胶东半岛莱阳的孙良，为
了给母亲和乡亲治病，冒着风险独闯长白山
区采参。此间，遇到正在采参的张禄，由于
志趣相投，他们义结金兰，从此结伴采参。
寻参途中，山高路远，沟壑纵横，孙良与张禄
半路走散。为了寻找兄弟，他没日没夜地寻
找，几天几夜只吃了一个蝲蛄，最后又累又
饿，倒在通化县湾湾川蝲蛄河边，被人们发
现后葬于此地。

闯关东的后人被孙良的忠孝仁义感动，
尊奉孙良为老把头、采参祖师、长白山神。
每逢农历 3 月 16 日，从事采参的人们都过

“老把头节”，祭拜老把头孙良，同时，寄托着
人们美好的心愿，希望在“老把头精神”的引
领下，不畏艰险，勇于开拓，用智慧、勇气、忠
诚、仁义开创出美好的生活。如今“老把头
节”已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此衍化
的“中国·通化——人参之路”已成为人参文
化的一张闪光名片。

为了弘扬光大人参文化，激励人们以
“老把头精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2015年，
通化县政府将孙良墓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并立石碑。同时，精心设计打造具有浓
厚文化特色的“人参之路”、人参博物馆等，
积极推动“参”“食”“文”“旅”深度融合，让人
参文化深入人心。

抓增量，做好山参种植文章

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把控种植关
口至关重要。因此，通化县按照“林下山参
仿野生种植办法”，结合正在开展的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集体林权适度规模经营的契
机，严格林下山参仿野生种植审批流程，按
照“好林”“好种”“好法”“好品牌”四大路径，
全力推动林下山参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做好良种繁育文章。依托国有企业林
地优势，选取林下山参繁育基地500亩，与农
大科研团队合作，以“二马牙”作为主要种源
进行优选繁育，同时兼顾对“大马牙”及“长
脖”等品种的培育，做大做优林下山参种源
基地建设；依托现有林下山参资源，采取激
励方式，有效掌握管控县域内现有存量林
下山参，作为林下山参高质量发展的基地
保障。县域内现有存量 4.5 万亩 10 年以
下林下山参作为远期基地，进行较为松散
的优质、溯源等管控；将 1.76 万亩 10 至 15

年的林下山参，作为近期重点培养的基地
进行建设；将现存的 5000 亩 15 年以上参
龄的林下山参，作为当下林下山参高质量
发展的种植基地严格管控，并对其中近
500 亩留存较好的林下山参纳入直接管
控范围。

多点发力赋能发展。对已选定的林下
山参目标种植基地，实施道路、电力、通讯、
监控、电子围栏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用科
技赋能林下山参种植基地高质量发展，做好
品质把控和产品溯源。

通过实施人参标准化种植和人参产业
集群项目建设，全县已建成东来乡、光华镇、
大泉源乡等多个具有示范作用的林下山参
规模化种植基地。

抓增质，做好精深加工文章

在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
通化县以人参品质为基础，积极推进精深加
工。引入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科研成
果，推动林下山参产品走向“高、精、尖”。

发展加工企业。着力培育吉林鑫业林
下山参冻干粉精深加工企业，现已完成人参
冻干粉保健食品生产许可的上报省厅审批
工作。在完成销售许可认证后，即可实现与

华润医药旗下东阿阿胶的深度合作。同时，
组织力量梳理摸清全县林下山参深加工企
业和产品情况，有针对性地培育 2至 3户林
下山参深加工精品企业，实现二产“质”的提
升。

多措扶持发展。协调科研部门与应用
企业对接，帮助企业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
技术瓶颈问题。以需求为导向，支持龙头企
业与科研机构合作建设人参产品研发中心，
实施重点项目科技攻关，开发不同种类、适
宜不同群体的人参产品，充分发挥林下山参
的作用功效。

目前，全县人参加工企业总数已达到
1100家（含小作坊），其中大型人参加工企业
30家，省级以上龙头企业 10家。通过技术
创新，人参加工企业开发出人参药品、饮品、
保健品、化妆品、食品、洗涤用品 6大系列、
600多种人参精深加工产品，年加工产值达
17亿元。

抓扩销，线上线下同步发力

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抓好产品销
售至关重要。因此，通化县在严格规范人参
市场经营秩序的基础上，重点做好林下山参
线上线下营销“功课”。

建强线下销售网络。快大人参产业园
入驻商户716户，形成“四大版块、一个平台、
一个基地”产业布局。依托产业园硬件设
施，通化县着力抓好林下山参线下交易平台
建设，将原有的展示场所改造为长白山通化
林下山参线下展示体验店，既为人参市场内
的其他业户提供样板，同时又可接待研学、
参观人员；依托杭州正京元 300余家连锁药
房的优势，采取直营方式将通化林下山参销
往浙江的主销区，减少中间环节，确保好人
参卖出好价格，打响长白山通化林下山参品
牌。

打造线上交易平台。依托京东、淘宝、
天猫等知名互联网电商平台，注册成立长白
山通化林下山参品牌官方旗舰店，形成林下
山参高质量营销的互联网专有平台，通过在
共享工厂建立集人参产品质量检测、加工包
装、冷链仓储、物流运输为一体的可视化、可
追溯的互联网营销一体化设施，赋能线上销
售。这样，既提升了通化县林下山参在网上
的知名度，又保证了产品的可追溯和价格的
稳定性。

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通化县不断探索
实践，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持续拓展
销售路径，让好人参卖上好价钱。

遗失声明
长春慕清商贸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220102MAD7KX1Q5K）将 公
章（编码2201023793080）、法人
章 张 晓 宇 （ 编 码
2201023793084）丢失，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公主岭市双城堡镇边岗村

五组金德龙 农村土地经营权证
2203811072 206050044JJ 农村
土 地 承 包 权 证
220381107206050044J丢失，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榆树市佳珍蔬菜有限公司

原 财 务 章 丢 失 ，编 号 为
2201821252883，声明作废。

2024年12月1日
梅河口市中医院商店
三年租赁权拍卖公告
我公司受梅河口市中医院

的委托，定于2024年12月10日
上午 9时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
网 络 拍 卖 平 台（https://paimai.
caa123.org.cn/），依法对梅河口
市中医院商店（建筑面积 64.30
平方米）三年承租权依法按现
状公开拍卖。拍卖保留价：
77200.00 元。同等价格下，原
承租人有优先购买权。有意竞
买者请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缴
纳竞买保证金 20000.00元与我
公司联系，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方可取得竞买资格，逾期不予
办理。

保证金及成交价款转入账
户——户名：吉林省价信拍卖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账 号 ：
35910188000638346；开 户 行 ：
中国光大银行长春分行营业
部。报名及展示时间：2024年
12月3日-9日；展示地点：拍卖
标的所在地；报名地点：吉林省
价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梅河口
市办事处（梅河口市滨河南街
1418号）；联 系 人、联系电话：
秦 先 生 17132922222，杨 先 生
13756139330。

遗失声明
杜晓玲遗失残疾证，证号

22032319860813632762特此声
明。

遗失声明
由于保管不善，伊通满族

自治县马鞍镇前进村赵东平农
户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遗 失 ， 权 证 代 码 为
220323103205070006J，承包方
代表为赵东平。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管理办法》规定，现声明该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作废。
如有不实之处，本人愿负相应
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
的一切后果，特此声明。

声明人：赵东平
2024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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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生态环境产出高品质山参

人参经营业户向客户推介山参产品

人参精深加工生产线人参精深加工生产线
林下山参种植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