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安图县获评“2025乡村振兴道地
药材发展示范县”。作为一个“一县连两国”
的边境县，安图的中药材缘何成为亿元大产
业？

翻开安图县中药材产业版图及发展史，
答案不难寻找：安图素有“中国人参之乡”美
誉，是国家“绿色中药材出口基地县”和吉林
省生态建设试点县、中药材良种繁育基地；
2024年，全县中药材种植养殖面积达 453.7
万亩，产量 4500多吨，产值超 4亿元，占全县
农业总产值的20%以上。

“一株草”——“绿色银行”的馈赠

安图地处长白山腹地，生态环境优良、自
然资源丰富，林地占全县国土面积的86.9%，
有优质矿泉53处、日流量15.27万立方米，负
氧离子高。空气、土壤、水质，赋予安图县得
天独厚的中药材资源禀赋，以及难得的道地
中药材种植条件和优势。

眼下，春光明媚，安图县新合乡的大片森
林散发着草木的清香，一株株林下参已悄然
恢复生机，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我种植了8公顷林下西洋参，既不搭棚
也不施肥打药，任它们在山林中自然生长，产
量虽然不高，但品质极好。”新合乡大坝村参
农窦茂新向记者介绍。新合乡拥有林地
5000多公顷，虽然土壤中丰富的有机质加上
适宜的积温、降水极其适合林下参生长，但因
为不进行人工干预，15 年参的存活率仅为
10%左右，天然好参可谓来之不易。

遵循自然的林下参种植模式，兼顾生态、
景观、经济效益，让窦茂新实现了“不砍树也
能致富”的目标。他说，每公顷林地可起参
1000 株，根据品质不同，每株参市场价在
100-1000元不等。在新合乡，像窦茂新一样
的参农还有很多。近年来，随着林下参种植
面积的稳步扩大，新合乡形成了“林下参+大

田参”双轮驱动的产业格局，也让不种参的村
民通过种植和采收人参实现在“家门口”就
业，人均日增收200元。

一片绿水青山，就是一个“绿色银行”。
新合乡聚焦林下参做文章，正是安图县中药
材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据统计，2024
年，安图县人参、林蛙、桑黄、五味子、黄芪等
多种中药材种植（养殖）户发展到2000余户。

“一条链”——“链”动高质量发展

药材好，药才好。
在安图经济开发区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国药肽谷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全
自动小分子肽生产设备全速运转，对产自安
图本地的人参进行精深加工，将其变成人参
皂苷、人参多肽等一批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食品、药品、保健品、化妆品等，满足消费者多
元化需求，也让安图县人参产业链条得到了
进一步拓展和延伸。

从“一株草”到“一条链”，安图县以龙头
企业为依托，持续建链、延链、补链、强链，打
造了包括人参在内的中药材全产业链条，正
加速从“资源大县”迈向“产业强县”。

生态种植方面，安图县构建以“企业+合
作社+农户”为主体的利益联结链，推动中药
材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发展。目前，已建立
7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原料生产基地，面积
达 111公顷，建立 1个面积 11公顷的中药材
（桑黄）标准化基地，为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生产加工方面，国药肽谷有限公司、吉林
敖东集团金海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
汇丰人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吉林省长白山
三宝药业有限公司、吉林敖
东药材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璟参堂有限公司、北茶（吉林）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千济方（吉林）药材科技有限公司等多
家中药材加工企业在安图落地生根，生产的
红参、参茸丸、人参肽、人参稀有皂苷、桑黄
酒、桑黄茶等多种产品备受市场青睐。

销售流通方面，200多家特产商行、中药
材店铺等，年销售人参、林蛙油等中药材
5000万元以上；依托长白山、大关东文化园
等景点，实现中药材旅游销售1.3亿元。

药材变“药财”，生绿又生金。安图县以
中药材产业为重要抓手，全力推动食品医药
产业驶入发展“快车道”，锚定“建设长白山生
态经济强县”发展目标阔步前进。

“强引擎”——撬动产业集群发展

近年来，吉林省把人参放在全省产业发
展战略层面高位推动，使中医药产业加速融
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延边州在加快构
建“十大产业集群”为重点的现代产业体系建
设中不断推动医药产业链整合、价值链提升、
市场链优化，让医药产业焕发出强劲的生机
与活力。

安图县赶乘东风、抢抓机遇、厚积薄发，
围绕“吉林所需”“延边所要”“企业和农民所
盼”，坚定、果断作出“安图所为”，让中药材产
业走得更远、走上更广阔的舞台。

政策引路，科技赋能。安图县高度重视
中药材产业发展，相继制定了中药材产业扶
贫规划、特色产业发展规划、人参栽培系统保
护与发展规划，并将中药材产业纳入安图县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纲要，将其作为推动地

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来抓。将人参、桑黄
等中药材纳入农业保险补贴，提供桑黄产业
裕农贷款，有效降低了药农的生产风险。并
制定“县招企用、驻企服务”工作实施方案，择
优选派一批懂经济、会管理、善协调、敢担当
的高素质人才下沉企业服务、直接参与企业
建设，为企业发展输送人才和智力。与吉林
农业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在永庆乡
建立西洋参科技小院基地，从事西洋参的种
植和加工等研究；与延边农科院合作建立了
吉林省食药用菌（桑黄）创新驿站，助力提升
桑黄生产技术水平；在松江镇和两江镇建立
生物农药与化学农药协同应用防治人参病害
技术示范推广基地，开展中药材种植养殖标
准化技术培训，为农民生产技术水平满足种
植养殖需求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

品牌增效，质量突破。打造“安图人参”
“安图林蛙”“安图林蛙油”3 个中药材类地
标、7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原料基地、2个“长
白山人参”品牌产品。“长白山人参栽培系统”
被列入第七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第三
批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新合乡青沟
子村凭借桑黄，入选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镇。为严格中药材质量管理，安图县正开展
北方道地药材种质库、基因库、数据库、标本
库建设，着手推进人参、桑黄等中药材质量全
过程可追溯工作，从种苗、药材种植、饮片生
产、企业经营等环节提升中药材质量安全。

随着产业链条的不断延伸，道地药材正
成为撬动安图绿色发展的强劲引擎。

“一株草”缘何成为“一条链”
——探寻安图县道地药材产业发展之路

王浩 本报记者 徐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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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昊金 记者 郭小
宇 报道 近日，在长白县金华乡
大棚里，颗颗饱满红润的樱桃挂
满枝头，闪耀着诱人光泽，翠绿
的黄瓜、红彤彤的水萝卜等各类
蔬菜长势喜人。绿意盎然的大
棚里，辛勤劳作的村民，脸上洋
溢着丰收的喜悦。

走进大棚，暖意扑面而来，
与外界的春寒形成鲜明对比，棚
膜为樱桃和蔬菜营造出适宜生
长的小气候，让樱桃、蔬菜得以
提前成熟，错峰上市，赢得市场
先机。据了解，采用棚膜种植
后，果蔬产量和品质都大幅提

升，经济效益显著增长。樱桃成
熟季，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采摘
体验，带动了乡村旅游业发展。
村里顺势推出农家乐、民宿等配
套服务，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
如今，果蔬大棚已经成为当地村
民增收致富的“金钥匙”，不仅丰
富了村民的菜篮子，也鼓起了村
民的钱袋子。

金华乡将继续深挖棚膜经
济潜力，延长产业链条，提升产
品附加值。同时，加强品牌建
设，借助电商平台拓宽销售渠
道，让金华乡的棚膜果蔬走向更
广阔的市场。

金华乡果蔬“种”出新活力

本报讯 张志勇 记者 徐文
君 报道 近日，汪清县培育的基
质鲜食人参正式入驻国家地理
标志农博园，这对该县基质鲜食
人参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具有
重要意义。

国家地理标志农博园是由
国家地理标志协会执行会长
单位浙江荟农数字科技有限公
司打造的集农产品展销、品牌孵
化、农业文旅、乡村振兴于一体
的大型农业综合体。该园交通
便捷，一小时交通圈覆盖江浙沪
核心城市群，辐射 1亿高质量客
流。开园以来，农博园与顶级直
播平台合作，通过“线上溯源直
播 +线下办展”模式，为全国
2000余种地理标志农产品搭建
展示销售窗口，助力农特产品实

现品牌与市场双提升。
基质鲜食人参是汪清县农

业农村局科研项目。2019 年，
该局联合延边大学、延边农科
院，开展利用黑木耳废弃菌袋制
作人参种植专用基质研究。项
目以黑木耳菌糠为原料，混合猪
粪发酵分解后，添加微量元素调
节PH值，制成人参专用基质，实
现菌包“变废为宝”。该种植方
式无需占用林地、农用地，只需
在温室大棚或专用器具内铺设
基质，移栽 3年生参苗后，全程
不施农药化肥，依靠基质营养生
长，45 天左右即可收获一茬。
经检测，基质人参根、茎、叶全株
可食，有效成分高于五六年生园
参和 15年林下参，皂苷含量接
近野山参，多以“人参菜”形式入

市，可榨汁、入菜，故名“鲜食人
参”。

2021 年，汪清县农业农村
局与中国农科院特产研究所合
作，研发基质人参反季节种植技
术，打破人参冬季休眠特性，实
现四季种植。

近年来，在国家发改委帮扶
下，汪清县已售出鲜食人参 4.2
万棵，单棵均价 15.5元，主要销
往上海、浙江等地。据项目技术
负责人程金良介绍，目前基质人
参种植技术成熟，具备规模化推
广条件，但市场认知度不足，制
约销售。此次入驻农博园引发
市民围观和主播关注，有望借
此提升产品知晓率、拓宽销售
渠道，推动汪清人参产业高质
量发展。

汪清基质鲜食人参入驻国家地理标志农博园

本报讯 于佳明 记者 徐文
君 报道 日前，以“活在当下，着
眼未来”为主题的“2025食用菌
全产业链创新博览会”在厦门市
开幕。蛟河市组织域内部分食
用菌企业代表参加展会，并设立
以“长白山菌乡·蛟河链动未来”
为主题的特色展馆，现场推介优
质食用菌产品。

本次博览会是自 2020 年以
来，第 4届大型食用菌全产业链

专场国际交流活动。展览总规
模超过 1.6万平方米，有来自全
球 35 个国家及地区的参展商，
17 个中国食用菌主产区代表
团、科研院所专家及产业链同
聚厦门。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药用
菌学会主席、吉林农业大学学术
委员会主任、全国脱贫攻坚楷模
李玉宣布开幕并见证“2024中国
食药用菌区域品牌价值”榜单揭

晓。本次榜单涵盖 164个“国家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食用菌区域
品牌，跨越了23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共 33 个品类区域品牌价
值。“黄松甸黑木耳”区域品牌在
木耳类价值榜单中位列全国第
九位，价值 25.46 亿元；“黄松甸
灵芝”区域品牌在灵芝桑黄类价
值榜单中位列全国第七位，价值
12.12 亿元，分别较 2023 年同比
增长7.2％和5.4％。

“黄松甸黑木耳”区域品牌位列全国第九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