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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丰收喜迎二十大

一棵棵园参白白胖胖，整齐排列；一株株林下参“张牙

舞爪”，好不张扬；一苗苗野山参体形修长……

白露过，收参忙。天气转凉，人参叶片发黄，长白山地

区的人参灌浆期结束，就到了大规模采收人参的时节。

抚松出产好人参

长白山地区最珍贵、最奇特、最神秘的资源，就是人参。

“我们的参地距离长白山天池只有七八十公里，有最优

质的生态环境和水源，完全自然的管理方式，2万多亩林下

参品质可与野山参媲美。”手指着密林中生长了三四十年的

林下参，抚松县沿江林下参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吴杰说。

一流的生态，孕育了最道地的长白山人参。作为世界

人参的核心产区，长白山地区四季分明，拥有大面积原始森

林，适宜的温度、清新的空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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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山市人参留存面积5.3万亩，林下参种植面积57万

亩，占全省人参产量的50%以上。素有“世界人参看中国，中

国人参看吉林，最好人参在抚松”之美誉。

标准化生产引导，加快推进现代人参生产体系建设。

白山市坚持适度发展林地种参、稳步发展非林地种参、大力

发展林下参的原则，深入抓好人参生产安全化、基地化、标

准化建设，全力推进长白、靖宇、抚松三县优质人参生产基

地建设。落实28项人参优质安全栽培技术，加快建设人参

标准化生产基地，稳步提升人参种植集约化、标准化、规范

化水平。建设良种繁育基地、非林地种植基地和品牌产品

原料基地，实施物联网监控，共建设溯源基地1656块，占地

面积2000多万平方米。围绕提升“抚松人参”“抚松林下山

参”地域品牌产品的质量，规范种植技术标准，进一步建立

健全地域品牌的行业标准及准入机制，对已认定的11项人

参标准在全市域内推广参照执行。依托白山人参栽培技术

和品种优势，加快良种扩繁、提纯、示范、推广，打造人参良

种繁育基地。

过去，谁扣棚扣得好、选种选得准，产量直“蹦高”，就是

好把式。现在，免疫技术、土壤养护、农药无残留技术，样样

精通才算行家。

如今，吴杰的合作社给每一棵林下参办理了“身份证”，

将挖参的7个步骤纳入溯源数字库，输入相关编码，种植地

经纬度、气候条件、采参图片、种植人等一目了然，为一棵棵

野性大、皂甙含量高的“百草之王”正式“加冕”。

振兴参业再出发

走进万良镇内的中草集人参小院，徽派建筑风格清新

雅致，人参化妆护肤产品展示厅、文化长廊和企业发展历程

等三个区域装修别具特色，国风随处可见。

“依托万良人参市场这一平台，充分保障了源材的道地

性，还有长白山人参做背书。”抚松中草集参业有限公司负

责人郑祖朋表示。如今，母公司广州中草集化妆品有限公

司先后推出新鲜人参、太极参、林下参等6大系列150多种

产品，在全国1200多家连锁专卖店里，人参相关化妆品

销售势头看好。

作为国之瑰宝，长白山人参被列为国家优势特

色产业集群，承载着振兴国家中医药产业和打造

吉林省千亿级医药健康产业战略使命。白山市

全面实施长白山人参振兴工程，实现长白山

人参产业集群化、高端化、品牌化发展，使

长白山人参产业成为实施“一山两江”品

牌战略的新引擎，成为振兴国家医药

健康产业的主力军。

顶级的资源，造就了完整的人参产业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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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参加工企业2000余户，从业人员及上下游产业链人员

超10万人，开发出人参食品、药品、保健品、化妆品和成品参

等五大系列820款产品。

引进龙头企业，加快建设现代人参加工体系。通过政

府引导、社会参与、政策扶持，白山市大力培育龙头企业，成

功引进日本津村、北京同仁堂、华润集团等15户国内外知名

企业。招大引强、外引内培、精深加工、抢占高端，引导大中

型企业向人参产业园区集聚，推动人参产业规模化、集约

化、集群化发展。中民康达、肽谷、大自然、华润和善堂、太

安堂等龙头企业脱颖而出，提高了人参精深加工能力，抢占

高端市场，延伸产业链条，人参精深加工率达到40%以上。

以产品开发为牵引，加大新产品科技研发，紧紧抓住人参

“药食同源”优势，加强与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开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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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海参乡放异彩

亚洲最大的人参贸易专业市场在抚松万良。年交易额

200亿元，占全国人参交易量的80%，其辐射效应已经遍及

“全行业”，是人参市场行情的“晴雨表”。

子夜刚过，万良人参市场已是繁忙

景象。交易大厅的摊位上，园参、林下参体形优美、参香扑

鼻，不时有顾客上前查看品相、询问价格。

“这里销售的园参每批都有检测报告，每棵野山参也

都有第三方出具的鉴定证书，不用担心买到残次伪劣产

品。”抚松万良鼎参堂人参市场管理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张

国红介绍。

广阔的平台，提供了巨大的人参发展机遇。长白山地

区成为全球最大的人参集散地，全国一半的人参在此交易，

长白山特产城、靖宇特产市场和万良人参市场享誉全国。

合力打造“长白山人参”品牌集聚地。为加快推进人

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市深入实施品牌战略，不断加快品

牌的整合步伐，合力打造“长白山人参”品牌，并通过高品

质定位和推介宣传，提高市场知名度。全市加盟“长白山

人参”品牌达到13户企业、47种产品，8个人参产品获得吉

林省著名商标，14个人参产品被评为吉林名牌，28个人参

产品获得绿色、有机产品标识认证，被吉林省确定为长白

山人参品牌原料基地达到15个，初步形成了人参品牌的

集群优势。

作为亚洲最大的人参交易市场，传统的交易方式已难

以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要。富有开拓精神、敢闯敢试的万

良人，干起网店、微商，做起农民博主，开启直播带货，把长

白山区珍贵稀缺的独特产品，销售到全国乃至世界。

“高峰时期，我们这个服务点每天能接到800多个订单，

大多以人参为主。”顺丰速运万良人参市场人参寄递服务点

员工郑世杰说。

又到人参采收 季
蔡冲春 本报记者 王春宝 金泽文

10月1日，记者驱车来到龙井市万亩苹果梨园，漫

山遍野的梨树上挂满了沉甸甸的苹果梨。延边州彤

妍食品销售中心负责人迟强强正带着工人们采摘，一

派繁忙景象。

走进果园，比成人拳头还要大的苹果梨缀满枝

头，饱满的果实在阳光的照耀下甚是惹人喜爱。“今年

雨水好、光照足，是个丰收年！我家有2000棵果树，能

收获18吨苹果梨。”迟强强踮起脚尖，摘下一个苹果梨

递给记者，“尝尝，特别甜。”

采摘现场，工人们借助梯子和采摘工具，把树上的

苹果梨一个个小心地摘下，然后再分装进纸箱运下山。

“大家看我手中的苹果梨，它果形扁圆，果面带有

点状红晕，看起来像苹果，所以叫做苹果梨。中国苹

果梨看延边，延边苹果梨看龙井。1988年，龙井市苹

果梨被誉为‘梨中之王’称号；1995年龙井市被评为

‘中国苹果梨之乡’。”果树下，直播带货达人在对网

友解说着苹果梨悠久的历史，“龙井苹果梨作为我国

最优良的品种之一，不仅成为龙井市特产业的主导产

业，而且还被全国14个省市区引种。现在，我国甘肃

的张掖、内蒙古的临河等地都有大面积的龙井苹果梨

栽培基地。”

“迟哥，咱家苹果梨真不错，比我之前合作的好吃，

你看，不一会就卖出去了不少箱。”一位带货主播对迟

强强说。

提起苹果梨的销售量，迟强强信心满满：“今年主

要通过线上预订，10天就预售了7万多单苹果梨，比预

期多得多。”苹果梨还没下树就被客户“认购”了，这让

他没想到。

“往年苹果梨分装后，只能等着批发商上门收

购，价格往往较低，时常会出现滞销的情况。”迟强强

告诉记者。以前，价格掌握在批发商手里，要么低价

卖给他们，要么就得自己零售，费时费力，也挣不了

多少钱。

为了打破这一僵局，他将目光投向了网络、电商

平台。经朋友介绍，2020年和 2021年，他连续两年

与电商合作，将自家的苹果梨通过自媒体网络平台

“线上”销售，销量出乎意料地好。今年，他再次与传

媒公司及带货达人合作，将自家的苹果梨全部“线

上”销售。

“9月20日开始预售，一天最多有50名带货达人在

果园里直播带货。现在，就等着苹果梨下枝后装箱发货了。”迟强强说，“照现在形

势来看，一年能多卖10万元，收益非常可观。”

“咱们的苹果梨在北上广等城市很受欢迎，今年我打算留5吨制成冻梨，冻梨

在南方卖得也很好。”迟强强说，网络直播带货不仅让苹果梨销往了全国、提高了知

名度，还拓宽了他的增收致富渠道。

来到苹果梨包装现场，工人们正有序地将苹果梨摆放在分拣机上。“今年分大

果、中果、小果等4种重量的苹果梨，中果销售得最好。”“我负责分拣，工作还挺轻

松的，每个月能有近5000元钱的工资，挺满足的。”工人岳兰荣笑着说。

“老板，我家孩子点名要吃你家的苹果梨，再来4箱，还是直接帮我邮寄就行。”

顾客姜玉国每年都会专程到店里购买苹果梨。

“‘十一’期间，自己来店里购买的顾客特别多，晚上八九点还有顾客。”迟强强

脸上露出了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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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果飘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