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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号人参净重890克，经评判，为本届‘参王’。”随着主持人的响亮话语，

第17届抚松县“参王大赛”新的“参王”诞生。

9月19日下午，“参王大赛”正式开赛。全国各地的参农、商客、专家、媒体

记者云集现场，共同感受人参文化魅力，见证“参王”诞生。

素有“天下第一参”美誉的抚松人参，是驰名中外的滋补养生珍品，被誉为

“百草之王”“养身国宝”。作为“中国人参之乡”，抚松县人参产量居全国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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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人参文化厚重，“参王”评选已连续举办16届，备受瞩目。

本届“参王”大赛分为“园参参王”和“野山参参王”评选两个部分，参与竞

选的7苗园参均达600克以上，形体完整，主根、侧根发达，无损伤。1苗野山

参则形体灵动、纹路清晰、姿态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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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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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证“参王”诞生
本报记者 金泽文 实习生 高源

炫彩的灯光、劲爆的音乐、动人的歌

曲……这场精彩的视听盛宴，把悠久的人

参文化、独特的地域民俗展现得淋漓尽致。

9月19日晚，2022人参产业高质量发

展大会人参嘉年华拉开帷幕。文艺工作者

们以“传承弘扬人参文化，打造‘林海参乡’

品牌”为核心理念，为与会者和广大群众奉

献了一场节奏明快、氛围畅快的文艺演出。

歌曲《遇见抚松》《千秋诗画人参乡》《我

的抚松我的家》等原创歌舞，结合沙画、参乡

风貌、自然风光等创意舞美，完美融合了传统

文化和时尚新潮元素，向与会嘉宾传递了

2022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传承、融合、创

新、赋能的理念，展示了参乡年轻一代传承地

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积极投身建设发展

“人参之乡”“人参文化之乡”的精神面貌。

每年的白露前夕，采参人陆续下山，就

到了野山参集中交易的时节，叫做“开

秤”。情景剧《开秤》还原了早年间卖参的

真实场景，展现了参乡人的勤劳朴实、对家

乡山水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向观

众传递了1500余年的人参采挖史中，参乡

传承的“靠山吃山还要养山”的朴素生态文

明理念，赢得了阵阵掌声。

在活动现场，还发布了人参产业高质量

发展大会logo和吉祥物“参团团”。“参团团”

是一个可爱的人参娃娃头顶红色参籽正在

奔跑，展示了抚松“人参之乡”的生机和活

力，也体现了长白山采参习俗这一传统文

化。由红丝带构成的“参”字形象成为本次

大会logo，它将意象化的汉字“参”与“乡”巧

妙结合于一体，寓意本次大会红红火火，以

及推动人参全产业链标准化、市场化、现代

化建设的决心。

嘉年华文艺演出精彩纷呈，向游客尽情展示——

人参之乡欢迎你
本报记者 金泽文 实习生 高源

长春市烘焙食品生产加工项目

项目总投资3亿元，占地面积4.18万平方米，主要生产烘焙

类食品、面包、蛋糕等系列产品。

吉林市舒兰林下参(中药材)产业园建设项目

项目总投资6亿元，建设优质野山参(林下参)原料及种质资

源扩繁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500公顷，以及产业园内综合楼、宿

舍、食堂、交易大厅、物流中心、成品库等其他附属设施。

通化市中药配方颗粒智慧工厂项目

项目总投资10.2亿元，占地面积6公顷（96亩），新建2栋现代

化生产厂房、1栋自动化仓储中心和中药配方颗粒生产线。项目投

产后，预计实现年营收20亿元，实现利税3亿元。

白山市靖宇县景山屯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项目总投资86亿元，主要建设装机容量140万千瓦电站。

延边州龙井医药产业园建设项目

项目总投资1.3亿元，占地面积2万平方米，主要建设质检

楼、综合制剂车间、醇提车间等相关配套辅助设施及公用工程。

梅河口土特产方便速食生产加工项目

项目总投资2亿元，占地面积1万平方米，主要建设生产厂

房、办公楼，购置生产设施。主要生产土特产方便速食等产品，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可实现销售收入6亿元。

浑江区肉牛产业合作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选址在六道江镇西村，规划繁育养殖

高档沃金黑牛，养殖规模达到1.5万头，配套观光农业、植物工

厂、饲料加工、光伏能源等业态，并实现玉米和秸秆过腹转化，带

动农民养牛增收，实现年产值2亿元以上。

江源区长白山御鹿臻品高档山珍加工产业基地项目

项目占地500亩，分两期建设。一期计划投资3亿元，项目

占地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建设长白山高档山珍深

加工基地，购买优质种鹿2000头，年产鹿茸、鹿胎等保健食品20

万盒、林蛙油保健食品20万盒、人参食品100万盒、五味子饮料

600万瓶、蓝莓饮料180万瓶、松籽饮料1200万瓶。并依托棒槌

砬子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探索梅花鹿林下散养

模式，形成现代化“生态循环”梅花鹿特色养殖产业。

（王旭 蔡冲春整理）

部分现场集中签约合同项目介绍

齐聚白山松水，相约林海参乡。

9月19日至20日，2022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

大会在我省召开。活动由民革中央、中共吉林省

委、吉林省政府、吉林省政协主办，中共白山市委、

白山市政府、吉林省商务厅等承办。

在位于长春市、白山市抚松县的2个会场上，

与会嘉宾围绕“人参”这一关键词，共谋产业发展、

共谱振兴新篇，为我省人参产业接续高质量发展

助力赋能。

做好人参新文章

资源禀赋和历史积淀，共同成就了我省人参

产业发展的强大基础。迈入新时代，白山松水孕

育的人参资源、人参文化、人参产业正迸发新的

活力。

从地理来看，长白山地区适宜的温度、清冽的

空气、肥沃的土地、广袤的森林为人参生长提供了

无可比拟的环境基础；从历史上讲，长白山地区有

1500多年的野山参采挖历史和450多年的人工栽

培历史，“老把头”孙良、人参姑娘和人参娃娃等家

喻户晓；每年秋季的长白山人参节吸引了世界各

地客商齐聚长白山。

2022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期间，人参产

业、行业相关的专家学者、专业人士共聚一堂，共

话绿色转型，共促振兴发展。这场以促进人参产

业高质量发展，提高“长白山人参”知名度，增进国

际人参产业交流，传承发展人参文化，做大做强中

国人参产业，推进中国人参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为

宗旨的大会，开启了吉林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新篇章。

深耕农业科技领域多年，北京水木九天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晓庆深谙吉林人参的重要价

值。王晓庆表示，吉林发展人参产业，具有地理气

候、历史积淀、产业聚集、科研基础等四大优势。

参加2022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王晓庆带来

了新技术、寄托了新期待。王晓庆告诉记者，大会

期间，自己与农业部门、吉林高校进行了交流，希

望能够为吉林人参发展引入更多核心技术，进一

步提高吉林人参产量、提升人参产品质量、延伸人

参产业链条，让吉林人参创造更大收益。

谋划产业新布局

顶级的资源、悠久的传承、接续的建设，共同

造就了我省完整的人参产业体系。立足新时代，

谋划新发展，我省着力谋划着人参产业发展新布局。

记者了解到，长白山地区人参栽培技术、人参

质量、种植规模、产量位于全省首位，开发出人参

食品、药品、保健品等五大系列820款产品。作为

全球最大的人参集散地，全国一半的人参在长白

山地区交易。长白山特产城、靖宇特产市场和万

良人参市场三大人参销售市场享誉全国。

接续发展，正逢其时。近日，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共同下发了《关于支

持吉林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从科学改

进人参种植模式、加强人参种质资源保护、推进

人参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扩大人参申请新食

品原料范围、建立高品质人参等级标准和加快推

进国家级人参科研平台建设等六个方面提出具

体要求。为我省人参产业接续发展提供了具体

的行动遵循。

继续奋斗，吉林有为。今年，我省开始筹建人

参种质资源中长期保存中心，启动实施人参种业

振兴工程和人参品质提升工程。此外，白山市已

经成立了人参产业技术研发中心，栽培技术、检测

技术行业领先，与吉林大学共建长白山资源与健

康研究院，研发了人参皂苷、人参多肽和人参多糖

等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精深加工产品，市场前

景广阔。

开辟发展新天地

以2022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为契机，政

企联合、产学研共进，各界协力开辟吉林人参产业

发展新天地。

政府有倡议、企业有信心、市场有响应。华夏

董事实业集团董事局主席董配永表示，吉林人参

的产品质量好，市场空间大。下一步，企业将加大

投资规模，利用好吉林的人参资源，将产业链延伸

到更多领域，用科技、金融助力吉林人参产业发

展，力争在人参领域打造生态有机农业循环经济。

写好“人参”大文章，我省正在落实到位——

记者了解到，目前白山市正规划建设2万多

亩的人参产业园和主题公园，其中一期工程

4000多亩已全面启动。此外，我省还积极开发

人参日化用品、人参新药、新食品原料等多元

化、高端化系列产品，加快形成贯穿人参产业

上下游，集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

链条。目前，成立长白山人参种植、销售、品

牌联盟，完善扶持政策，建立100亿元的产

业发展基金，支持长白山人参研究院发展

壮大，整合大数据平台资源，并在土地、财税、

融资、研发、销售等方面为人参产业发展提供

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

用好用足长白山“金字招牌”，我省主动

作为、倾力打造——

深入挖掘长白山人参文化、历史文

化，高标准建设人参博物馆，利用数字

技术手段，沉浸式体验人参文化、感

受人参魅力。开幕式上，白山市主

要负责人表示，未来，将高标准建

设中国人参博物馆，集市场交易、

产品展示、多功能体验为一体，

打造吉林人参走向世界的重要

平台和载体，真正展现中国

人参发展水平、吉林人参发

展实力，让长白山人参成

为高端、品质、有机、绿色

的象征。

乘势而上。当前，

我省正着力构建人参

产业更高质量的产业

平台、产业体系和产

业生态。伴随着

2022人参产业高

质量发展大会

的成功举办，

我省人参产

业也迈步走

向接续发

展 的 新

未来。

振 兴 参 业 再 出 发
——2022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侧记

蔡冲春 本报记者 陶连飞 王春宝

增进国际人参产业交流 传承发展人参文化

9月20日，2022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开幕。会上，55个合作项目集中签约，计划总投资543.6亿元。

本报记者 王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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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剧《开秤》。 本报记者 金泽文 实习生 高源 摄

“参王”评选。 本报记者 金泽文 实习生 高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