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安，我国人参主产区之一，人参应用历史已有1700余年，人工栽培历史

也有近500年，素有“国参故里”之美誉。

悠悠千百年，集安参农勤劳、坚毅，传承、创新，浇灌出的人参之花分外娇

艳。

产业提质，壮大综合实力

谋求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核心在于创新。

集安益盛药业是医药行业内首家实现人参全株开发的企业。

在益盛药业生产车间记者看到，红参精提口服液、红参膏、纯汉参膏等人

参精深加工产品正全速生产。目前，仅红参精提口服液单品，就实现销售1.5

亿元。

康美新开河（吉林）药业有限公司，是集安市一家集人参种植、加工、销

售、研发为一体的人参经营企业。

“我们目前正全力生产‘新开河牌红参’、人参食品等产品。截至二季度

末，今年累计销售2996万元，产值6241万元。”康美新开河（吉林）药业有限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李学军介绍说。

据了解，康美新开河现有中药饮片、保健食品、人参新资源食品、土特产

品等九大系列、300余种规格产品，销售遍及全国各地。

其中，公司主导产品新开河牌红参，开创了我国“模压红参”中药饮片的

新篇章，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中国名牌农产品”等几十项殊荣。

目前集安从事人参加工的企业126户，人参精深加工能力每年达9000

吨，产品涉及人参医药、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等600余个品种，拥有“益盛”“新

开河”2个“中国驰名商标”和6个吉林省著名商标；获得“长白山人参”品牌认

证资格的产品34种；“集安边条参”被批准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地理标志产

品。

如今，加大人参产品研发创新力度，实现全产业链发展，集安市人参产业

更具活力。

平台提优，激活内生动力

合力兴参，推动人参产业全面升级，集安市规划面积43.65万亩的集安人

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为人参产业健康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作为全国唯一以人参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集安人参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集人参绿色种植、精深加工、创新创业、交易物流、文化旅游

等为一体，是全国人参种植基地面积最大、精深加工能力最强、林下山参交易

规模最大、人参创新成果最丰富的产业园，实现了集安人参由数量扩张型向

创新提质型转变。

打造发展平台，叫响集安人参品牌，中国·清河（澳洋）野山参国际交易中心

已成为全国人参交易集聚区，涵盖产品展销、电子商务、文化旅游等多种功能。

与此同时，完善市场营销体系，集安市人参交易实现线上线下双轨并行，

益盛药业、康美新开河、宏兴参业等龙头企业在国内外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营

销网络，拥有稳定的客户及线下销售渠道。

2021年，集安市人参加工业产值27.72亿元，其中精深加工业总产值

18.03亿元。

项目提“势”，厚植发展潜力

从孕育好参到研发创新、加工生产、交易仓储、集群发展……集安人参产

业的高质量发展，渗透于各个环节。

不久前，总投资2.4亿元的吉林长白山人参产业集群——化妆品人参精

深加工产业联合体项目完成施工，6条化妆品生产线即将投入生产。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该项目着力打造集安人参化妆品品牌，拓展人参产

业链深度，生产的化妆品利用人参的根、茎叶、花、果等原料分别提炼人参原

液和人参精油，已研发7个品牌580余款人参系类化妆品，预计年产值可实现

40亿元。

在集安市国家人参及地产中药材检验检测中心建设项目现场，施工人员

正在进行内部装修和绿化、围墙等设施施工。

“该项目可以实现对人参、农副食品及中药材进行相关理性化学检测，预

计今年 9月完工，年

内投入使用。”万资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刘立鑫介绍。

标准种植提质增

效、精深加工转型升级、

仓储交易扩容增量、品

牌打造塑造特色……

在构建全链条产

业体系上求突破，在强

化科技创新上出实招，

“国参故里”正如“质

朴、凝重、活力、进取”

的人参花，将产业兴

旺、人民共同富裕的期

望逐渐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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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今年，，通化市将通化市将““人参花人参花””增设为市花增设为市花，，这一闻名遐迩的这一闻名遐迩的““百草之百草之

王王””，，再一次惊艳了世人目光再一次惊艳了世人目光，，进一步擦亮进一步擦亮了了““中国人参之乡中国人参之乡””这张耀眼这张耀眼

名片……名片……

““醉美醉美””山城山城 参花绽放参花绽放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隋隋二龙二龙 李铭李铭

通化，“中国人参之乡”，是我国人参文化的发源地和长白山人参

核心产区的主产区。

多年来，通化市主动融入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战略，助力全省打

造千亿级人参产业。2021年，通化人参产业总产值达300亿元，占全

省人参产业产值50%以上。

“道地”品质

秀水青山育好参

在我国加快推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道地药材的产

业价值日益凸显。但越是名贵的中药材，其生长条件就越

苛刻。人参，更是如此！

而通化地区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最适宜优质人参的

生长。

坚持让人参产业走向上游，通化市全面推进人参标准

化种植，造就出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主产区。

在柳河县云岭野山参保护区，群峰叠嶂，林海莽莽，得

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为长白山野山参的生长提供了宝贵沃

土。

着力精耕道地野山参，柳河云岭将人参种回山林间。

“种植过程中，不过度人工干预，以野生环境下的自然抗争

和生态孕育，激发人参基因中潜藏的生命力与药效。”吉林

云岭野山参科技开发公司董事长曾宪清说。

高标准种好参，让参田变成“掘金地”，在通化县英额布

镇山头村，种植人参30多年的孙茂军正在参地精心侍弄着

一株株“宝贝”。

作为全国边条参唯一产区，集安自然环境得天独厚，人

参品质国内首屈一指，“国参故里”的美誉当之无愧。

建立标准化生产基地，目前集安市80%以上实现了人参

栽培标准化统一管理，有机人参种植基地、“长白山人参”品

牌原料生产基地，做到了绿色兴参。

坚守“道地”，历经甄选，经过多年的漫长等待，通化每

一株人参都饱吸天地灵气，经过严苛品鉴，成为品质优良的

道地人参。

据了解，目前通化市林下参在山面积45万亩，鲜参年产量1.5万

吨左右。

通化人参并不满足于传统的种植和零售，谋定走向世界的重要

跃升，人参产业化发展正强势崛起……

以“链”为翼

撬动产业大发展

打造通化人参世界级名片，通化市立足资源优势，塑造发展优

势，人参产业实现全产业链发展。

在益盛药业公司，红参精提口服液、纯汉参膏等人参精深加工产

品正全速生产。

“我们致力于人参全株开发，成立了益盛集团汉参产业园，形成

了上游种植、中游加工、下游销售服务的完整产业链。”益盛药业汉参

产业园副总监曲建军告诉记者，目前,企业有片剂、口服液等80余款

参类深加工产品，仅红参精提口服液单品销售就实现1.5亿元。

深度拓展人参产业链，融入全省经济发展大盘，规划面积43.65

万亩的集安人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是全国人参种植基地面积最

大、精深加工能力最强、林下山参交易规模最大、人参创新成果最丰

富的产业园。

作为全国唯一以人参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园内

从事人参农户3万余户，总体呈一个人参精深加工核心区、一个清河

人参交易中心和七个人参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基地的“一核一心七基

地”布局，拥有人参产业国家级龙头企业1户、省级4户、市级17户，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5户。

据了解，目前，集安人参精深加工能力达每年9000吨，产品有人

参医药、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等600余个品种。

探访计划投资20亿元的通化快大人参产业园记者发现，这里的

人参全产业链建设也已开启。

“人参产业园入驻商户716户，电商达到560户，每天大约发出快

递1万多单，已形成‘四大版块一个平台一个基地’产业布局。”产业

园经理刘宸曦告诉记者。2021年，园区实现交易额62.3亿元。

建链、补链、强链、延链。采访中了解到，通化市现有人参加工企

业450余户，其中,国家级产业化龙头企业3户、省级产业化龙头企业

16户、省级“科技小巨人”企业11户。全国A股上市3户人参题材企

业全部坐落在通化。

为打开销售渠道，让通化人参“走出去”，通化市先后建设了通化

快大人参交易市场和中国·清河（澳洋）野山参国际交易中心，涵盖产

品展销、电子商务、文化旅游等多种功能，已成为全国人参交易的集

聚区。

用科技赋能人参产业，通化市累计培育人参新品种7个，开发了

5大系列、800多种人参产品，其中人参新资源食品194种，通过SC质

量体系认证130种，位居全国第一位。拥有“新开河”“益盛”“紫鑫”

中国驰名商标3件；吉林省著名商标7件。争创“长白山人参”品牌原

料基地85个，“长白山人参”品牌产品130个，均居吉林省第一位。

如今，通化市人参产业精深加工更具规模、市场体系不断完善、

科技创新成果不断……

创新求变

“参”“旅”融合赋新机

通化人参文化底蕴深厚。

人参“老把头”文化广为流传；“人参炮制技艺”列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国·清河野山参节”享誉全国、央视“魅力

中国城”让“通化人参宴”大放异彩……

在坚守中创新求变，通化将资源、产业、文旅融合发展，打

造集人参采挖、加工、美食、文化于一体的“人参之路”，让“参”

“旅”融合，绽放无穷魅力。

柳河云岭野山参风景旅游区，是一处集旅游、康养及野山

参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性景区。来到这里，可以在“参把头”的

带领下，拿起索宝棍、喊起“放山”号子，走入原始的深山老林，

深度体验“放山”文化。

祭拜“老把头”、观山景、“喊山”、系铜钱、栓“棒槌”……当

用“参起子”等工具小心翼翼地抬“棒槌”时，野山参破土而出，

令人心潮彭拜。

在通化，“人参之路”也是“康养之路”。

“寻绿野仙踪”“淘天华地宝”“享康养圣境”……踏上通化

“人参之路”，一路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听神奇的人参传说，尝惊

艳味蕾的人参美食，体验采参放山文化，感受独具魅力的民风

民俗和深厚的人参文化底蕴。

逐梦人参

振兴发展路正宽

当前，全面落实国家、省、市推进人参产业发展政策和决

策部署，通化市以打造社会经济支柱型产业为目标，人参产业

未来发展蓝图已擘画。

迈向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振兴路，“十四五”期间，通化人参将这

样发展：

围绕吉林省“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按照通化市“一四五”

发展思路，以绿色发展为主题，以产业转型升级为主线，以种植规范

化、质量标准化、加工精深化、产业集约化、品牌国际化、市场全球化

为方向，着力完善产业链、打造创新链、提升价值链，加快推进“政产

研学金企用”创新发展；着力探索园区化、片区化、示范区化发展新路

径，促进产业集约集聚集群发展；着力强化“标准”“标识”“标配”建

设，培育“品质”“品位”“品牌”发展；着力打造“一区·一带·双核·四基

地”的国际化产业示范区。

以健康中国为引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文化品牌为切入点、

以科技创新为突破口，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使通化逐步发展成为

全球人参产品集散中心、国际人参文旅康养中心、世界人参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中心，努力将通化打造成“世界参都”。

纵观通化人参产业发展，绿水青山中，通化市高标准种好参，

下出一盘道地人参全链条产业化发展的大棋。这盘大棋不仅强力

驱动人参的发展应用，更带动通化人参不断追求产品创新和价值

创造。

柳河县柳河县 走云岭走云岭，，看参旅融合看参旅融合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隋二龙隋二龙 裴虹荐裴虹荐

通化县通化县“链”出产业新动能
本报记者 隋二龙 李铭

集安市集安市“国参故里”谱新篇
本报记者 隋二龙 李铭

地处长白山龙岗山脉的柳河县，“六香”农业特色品牌越做越响，以人参

产业为代表的“药香”远飘千里……

山参故里山参故里 印象云岭印象云岭

皇家盛景犹存，时代新篇正开。

俗语说，“黄金有价参无价”。由于满清皇朝长时间的封禁，有“野山参故

乡”之称的云岭，漫山生长着“中华仙草”。

一株株藏于山中的长白山野山参之所以珍贵，除其巨大的医药、食用价

值外，还有它极低的存活率和十分严苛的生长环境要求。

这里山高林密、云雾缭绕，溪水潺潺，气候宜人……尤其是得天独厚的四

季风光为长白山野山参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云岭野山参生长于乔、灌、草、藤兼备的植物体系伴生和以植物为基础的

自我平衡相互维系的原生态环境，生长过程无任何人工干预，成活率极低。

经过云岭野山参科技公司20多年的精心管理，1.6万亩的野山参保护区遍布

“黄金”，野山参参龄最高的已达20多年。

“作为野山参产业的龙头企业，我们十分感谢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负

责野山参管理的“李把头”李东江告诉记者，企业多年坚持只做野山参产品，

目前除了继续扩大种植面积外，野山参精细加工生产项目也正全力推进。

产业集聚产业集聚 筑牢根基筑牢根基

柳河县林下参面积达3.6万余亩。“为了助推人参产业发展，全县积极打

造‘政府+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以云岭野山参公司为龙头，走‘基

地+文化+产品+品牌’的深加工之路。”柳河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陈星宇

介绍说，野山参产业持续发展的势头良好，初步实现产业发展、企业增效、农

民增收的多赢效果。

拒绝走卖原料、粗加工的老路，柳河县突破瓶颈，让人参产业走向上游。

成功申报了吉林长白山人参产业集群——药用人参精深加工和特色野山参

精深加工产业联合体项目。今年，省级野山参研发中心拔地而起。

走进云岭野山参研发中心，总投资3亿元的野山参精细加工生产项目主

体工程已全部完工。目前，办公研发综合楼、5G营销中心、动力中心、综合生

产车间、提取车间、饮片车间已完成基础装修，办公研发综合楼具备办公运营

条件，预计10月投产。

“研发中心主要职能就是通过人参产业集群带动、研发野山参精深加工

产品。目前，开发出5款产品，主打产品是野山参粉、野山参籽。”项目总经理

刘春孝满怀信心地说。在人参花新增为通化“市花”后，野山参产品在江南地

区、华南地区销售量和影响力大大提升，今年销售额预计达5000万元。

该项目达效后，可实现年产野山参汁1000万瓶、野山参粉50万盒、野山

参片10万盒，年产值将达5亿元。

融合发展融合发展 参旅兴业参旅兴业

云岭野山参风景旅游区经过多年的开发建设，现已粗初具规模，是集旅

游、康养及野山参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性景区。

走进云岭野山参博物馆，“世界最大的单瓶野山参酒——野山参王酒”映

入眼帘。

驻足穿越历史的磅礴山脉，身处纵横岁月的灵秀宝地。在云岭，可尽享

春的妩媚、夏的激情、秋的丰硕、冬的厚重。

同时，由“人参地三鲜”“人参煮饭”等10道人参烹制而成的“人参宴”，每

道菜肴都蕴含着当地百姓经年累月的烹饪智慧，尽显长白山人参饮食文化。

让“百草之王”福泽众生，是云岭公司打造大健康产业的信念。企业负责

人姜丽丽说：“人参花被定为通化‘市花’让人振奋，体现了通化市委、市政府

对人参产业的重视与关注。”

人参是通化的形象名品，更是产业名片。

通化县健全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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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链”
舞动龙头唱大戏，产业化发展蕴新机

探访通化快大人参产业园记者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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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边建设、边运营，现已完

成投资14亿元，形成集种植、仓储、加工、销售、研发、检测及中小企业孵化为

一体的全产业链融合发展集群。

行走在产业园里，参香浓郁，芳香四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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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园的帮助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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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商发展得很

好，就来这成立了分公司。这里的物流处理快、不压单，现在好的时候一天

能卖出去400单至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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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通化快大人参产业园，种植、加工、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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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序分散经营的

状况。

无独有偶，不满足于人参的种植和原料药销售，而是将其进行产业化发

展，通化县一批人参加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全县现有人参加工企业总数已达1100家，其中，参威、一洋、玉隆参业、宝

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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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人参药品、饮品、保健品、化妆品、食品五大系列600多种人参精深加工产

品，年加工产值达17亿元；以人参为原料的医药、保健品、食品、化妆品、洗涤

用品等年加工产值13.25亿元。

固“链”
参田变成“掘金地”，高标准种出好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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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参地精心侍弄着一株株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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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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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人参种植、加工、销售、市场交易及三产，年产值达到79.7亿

元。

补“链”
“人参之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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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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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快大人参交易市场。

集安市人参企业全景。 窖藏野山参酒。本报记者 隋二龙 摄

←野山参王酒。
本报记者 裴虹荐 摄

↑云岭野山参保护区。

①娇艳欲滴人参果。
本报记者 隋二龙 摄

②人参花开。

③人参产品深加工车间。

①②③

①①

②②

③③

益盛汉参化妆品生产线。

助推人参产业发展。

一洋人参饮品生产车间。本报记者 隋二龙 摄

近水亲山，参旅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