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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们来了，带着专业的知识，为“中国人参产业示

范区”建设把脉问诊，精益求精；各相关部门来了，带着高质量

发展长白山人参产业的政策措施，激发活力；人参企业家来

了，带着做强做大长白山人参产业的信心，抢抓新机遇，开启

新征程……

三月的北京，春风和煦。3月14日，由白山市主办的“中

国人参产业示范区”建设规划论证发布会在这里举行。

“中国人参产业示范区”由启迪设计集团规划设计，以“中

国最高级别人参源地、长白山下雪国风光国际文旅度假胜地、

全域5A创新示范区”为目标，统筹人参种植、加工与销售，空间

布局借鉴人参的“三丫五叶”构造，“三丫”即三条发展主线，包

括人参文化丫、森林矿泉丫和冰雪经济丫；“五叶”包括参贸叶

（万良镇）、参旅叶（松江河镇、池西区）、参养叶（长白山国际度

假区、长白山鲁能胜地）等。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主持下，与会专家就“中国人参

产业示范区”建设规划作论证发言和点评。他们普遍认为，使

用人参治疗新冠重型和危重型病人效果良好。同时，随着人

们对人参药用、食用、保健价值的认识更加深刻、应用更加广

泛，人参产业进入了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

期。“中国人参产业示范区”立足长白山，辐射吉林乃至东北，

既能起到兴边富民的示范效应，也将成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范例。

““百草之王百草之王””展新姿展新姿

被誉为“百草之王”的人参，自古以来，作为名贵中药材和

滋补佳品，在“药”“食”等方面的价值备受世人称颂。

人参为五加科人参属植物，在我国至少有3000年应用历

史，因其极高的药用价值自古以来备受推崇。经研究发现，商

代人就已经食用人参。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人参极

为推崇，认为能“治男妇一切虚症”，民间甚至把人参当作可以

续命的“神药”。

2020年版的《中国药典》也明确人参能够“大补元气”。人

参被用于新冠重症患者的救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

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介绍，一些出现血氧饱和度低、气喘、憋

闷的重症患者，服用“独参汤”几天后血氧饱和度往往就稳定

了，继续服用几天保持稳定后就可以摘掉呼吸机，人参的补气

功效起到了良好的作用。2020年2月，工信部将人参饮片列

入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医疗应急）清单中。

随着现代药学对人参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其药理作用

更加明确，作用机制被不断阐明，人参创新药物的开发与研究

步入快车道。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和安神益智是人参的两大强

项。人参属植物中分离出的人参皂苷已有约300种，人参皂苷

在抗癌、抗炎、抗肥胖、调节代谢紊乱、改善记忆力以及保护心

血管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创新药物也取得了重大

科研进展。目前，全国获批上市的含有人参皂苷的药物已有

10多种，人参创新药物开发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生态优良奠基石生态优良奠基石

地处长白山腹地的白山市，包含了长白山自然保护区

60％的面积，素有“立体资源宝库”“长白林海”之美称。

高达84.5%的森林覆盖率，肥沃的林地土质，适宜的气候，

为人参的生长发育提供了最佳生态环境。全市林地资源

140.7万公顷，其中适宜发展人参面积40万公顷，可开发的参

地资源20万公顷；适宜发展林下参的林地34万公顷，全市可

开发参地资源可利用100年以上。同时，深厚的人参文化底

蕴，宝贵的人参文化积淀也将为人参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

不竭的动力。白山人参栽培历史悠久，是全省人参栽培技术

最先进的地区，人参每平方米平均单产为2.7公斤。建成了一

批规范化、标准化程度较高的生产基地，GAP标准的面积达到

2000万平方米。人参加工转化能力日益增强，年加工鲜参占

总产量的40%。先后开发出“人参单体皂苷”“人参提取液”等

一系列高科技含量的人参精加工产品。

品质优。特定的物候条件，孕育特定物种。长白山地区

森林茂密，矿产资源丰富，土壤中富含微量元素锗。这里出产

的人参中，锗的含量大大高于别处生长的人参。质量上乘的

长白山人参，其人参总皂苷、单体皂苷、挥发油、总氨基酸的含

量均高于其他地区的人参。

产量高。“中国人参看吉林，吉林人参看白山。”中国占世

界人参产量70%，吉林省占中国人参产量60%，白山市占吉林省

人参产量50%，境内的抚松县被誉为“中国人参之乡”。

市场大。白山市是全球最大的人参集散地，现已建成万

良长白山人参市场、长白山特产城、靖宇道地中药材交易市场

三大人参销售市场。全市年出口成品参占全国出口量的

70%。其中，国家级万良长白山人参市场年交易额近200亿元。

应用广。经过多年的开发和研究，人参已不再是单一的

药用植物，其有效成分经过加工后已经可以应用于更多领

域。目前，白山市已经开发生产人参食品、药品、保健品、化妆

品和成品参五大类、300余款、820余种产品，人参产品已经逐

渐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品牌响。全市积极从人参核心产区实际出发，不断加快

品牌的整合步伐，合力打造吉林“长白山人参”品牌。全市人

参产业共有品牌产品100多个，加盟“长白山人参”品牌累计达

到13户企业、47种产品，分别占全省总数的一半。

科研力量雄厚。该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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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参文化厚重。长白山地区有1500多年的人参采挖历

史和450多年的栽培历史，长白山采参习俗被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创作的动画片《人参王国》在央视播出，“老

把头”孙良、人参姑娘和人参娃娃等家喻户晓，成为一代人的

童年记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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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人参文化盛宴，人参节成为驰名中外的

文化品牌。

林海参乡再出发林海参乡再出发

森林覆盖率87.6%、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中国人参之

乡、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国家级中药材区域性良种繁育

基地……位于北纬42°长白山人参核心产区的抚松县，拥有

1500多年的野山参采挖史、450多年的人参栽培史。

这里的气候和土壤极适应人参的生长，这里是松花江、

图们江、鸭绿江的发源地，水质条件优越。人参销售量占全

国的半壁江山，产品远销日本、韩国、新加坡等30多个国家

和地区。

全县有4.5万人直接从事人参产业，农业人口占比44%；

有48户国家、省、市级龙头企业，有7家入围省级科技“小巨

人”，有6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注册人参类产品商标500余

个，其中有18个著名商标、30余种名牌产品；交易旺季日上市

交易人数达2.5万人，年均鲜参交易量5万余吨，干品交易量1

万余吨；注册人参业户3500多户，400多家合作社，其中有省

级示范合作社29个。

如今的抚松，开启了新的征程，高起点、高标准打造人参

产业园区，高标准建设中国人参博物馆，高质量打造“中国人

参产业示范区”，向着中国最高级别人参源地、长白山下雪国

风光国际文旅度假胜地、全域5A创新实践地阔步前行。

内涵驱动，三产融合，全面促进人参产业提质增效。全面

推进、统筹布局野山参、林下参和园参种植，巩固发展生态人

参种植农业，全面带动道地药材与长白山特色经济物种植。

精准延链补链强链，打造“1+1+1”制造业体系。深耕做透全产

业链，精准谋划产业项目库。充分利用优良的生态资源，延伸

人参经济，发展冰雪经济、生产性服务业、健康食品产业。全

域提升配套完善储、运、销体系，内联环长白山区域，外联国际

国内，构建“物流+电商”产业生态圈，助力人参全域营销、全链

开发。数字赋能，构建产业数字服务平台。结合国家级综合

交易市场建设，打造中国最大的人参产业交易及综合交易服

务互联网平台。加强政企学合作，高质量搭建三产链通的国

家级平台载体，全力实施人参产业开放创新计划，构建“政产

学研金服用”七位一体协同创新体系。文化赋能，强根铸魂，

擦亮示范区高质量发展品牌底色。以人参为主线，设计多元

主题旅游产品，构建全季全时全域旅游新格局。IP化打造人

参文化，通过文化传承、文化再生、文化活态，使传统文化现代

演绎，再现新意。

全域协同，有序分工，构筑示范区集群化发展空间格局。

重点发展区规划结构为“三丫”生“五叶”。“三丫”即三条发展

主线，包括人参文化丫、森林矿泉丫和冰雪经济丫。重点发展

区“五叶”为参贸叶——万良镇、参根叶——抚松镇、参泉叶

——泉阳镇、参旅叶——池西区和松江河镇、参养叶——长白

山国际度假区和鲁能胜地。核心发展区“五叶”为参创叶，围

绕教育、科研、创新、孵化主题，打造“城市智核”，形成人参产

业最前端的“人参科创部落”，前沿科技、尖端技术、活力人群

齐聚的“中央舞台”；参文叶，打造文化客厅、对外窗口，展现人

参文化、民俗文化，发展森林康养、人参商贸；参雪叶，以冰雪

为主题，辅以会议会展功能；参药叶，发展人参医药产业；参饮

叶，把人参与矿泉水的资源优势叠加，以饮品产业为主题，重

点打造特色人参饮品产业区、长白山矿泉饮品产业区。

不久的将来，一个生态、高效，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中国人

参产业示范区”将展现给世界。

蓄 势 腾 飞 启 新 程蓄 势 腾 飞 启 新 程蓄 势 腾 飞 启 新 程蓄 势 腾 飞 启 新 程蓄 势 腾 飞 启 新 程蓄 势 腾 飞 启 新 程蓄 势 腾 飞 启 新 程蓄 势 腾 飞 启 新 程蓄 势 腾 飞 启 新 程蓄 势 腾 飞 启 新 程蓄 势 腾 飞 启 新 程蓄 势 腾 飞 启 新 程蓄 势 腾 飞 启 新 程蓄 势 腾 飞 启 新 程蓄 势 腾 飞 启 新 程蓄 势 腾 飞 启 新 程蓄 势 腾 飞 启 新 程蓄 势 腾 飞 启 新 程蓄 势 腾 飞 启 新 程蓄 势 腾 飞 启 新 程蓄 势 腾 飞 启 新 程蓄 势 腾 飞 启 新 程蓄 势 腾 飞 启 新 程蓄 势 腾 飞 启 新 程蓄 势 腾 飞 启 新 程蓄 势 腾 飞 启 新 程蓄 势 腾 飞 启 新 程蓄 势 腾 飞 启 新 程蓄 势 腾 飞 启 新 程蓄 势 腾 飞 启 新 程蓄 势 腾 飞 启 新 程蓄 势 腾 飞 启 新 程
——““中国人参产业示范区中国人参产业示范区””建设规划论证发布会掠影建设规划论证发布会掠影

蔡冲春蔡冲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春宝王春宝 金泽文金泽文 实习生实习生 高源高源

→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伯礼主持“中国人参产
业示范区”建设规划论证
发布会。

↓3月14日，由白山
市主办的“中国人参产业
示范区”建设规划论证发
布会在北京举行。

→人参产业的
快速发展，吸引了
大批电商加入，加
快人参产品的推广
普及。图为网络主
播在万良长白山人
参市场直播带货。

←长白山地区森
林茂密，矿产资源丰
富，土壤中富含微量
元素锗。这里出产的
人参中，锗的含量大
大高于别处生长的人
参。

被誉为“百草之王”的人参，自古以来，作为名贵中药材和滋补佳品，在“药”“食”等方面的价值备受世人称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