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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草”出深山，林下遍地“金”。

延边州现有林下山参留存面积达11.6万亩，今年上半

年，新增林下山参播种面积1920亩；全国唯一“国际人参品

牌中心”正式落户吉林延吉国际空港经济开发区，有力助推

延边州人参品牌加快走向国际化；全州被授权使用“长白山

人参”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人参产品由80个增至104个，占

全省总数的50%以上……

“百草之王”撑起支柱产业，铺就群众致富路。近年来，

延边州积极发展人参产业，稳住一产“基本盘”，打造二产

“新支点”，激活三产“新引擎”，构建起多点支撑、多业并

举、多元发展的新格局。

位于和龙市头道镇大阳沟的大阳参业林下参种植基

地，随处可见三品叶、四品叶甚至年头更久的人参。规模化

的林下参种植，让延边人参产业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大阳参业前身是上世纪 50 年代末国有人参场，是延

边州最早从事林下中药材生产的企业，首开林下山参规模

生产先河。其与中国农科院特产研究所、延边大学农学院

等科研院校合作，为公司种植技术、产品研发提供了有力

的保证。

优质的种源才能种出“地道”的好人参，延边州在人参

产业发展中，始终坚持人参种植和种源保护齐头并进。

推动人参种植业稳步发展。全州人参种植户现已发展

到2200余家，2023年，全州非林地人参留存面积4.7万亩，

收获鲜参2227万斤，产值10.5亿元，同比增长2.9%。

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建设人参新品种“延参1号”

种植基地540亩、良种繁育基地260亩，建设“延丰1号”品

种扩繁基地 115亩。“延参 2号”“延丰 2号”新品种科研攻

关、试验选种和品种申报工作有序推进。

加快建设高品质示范基地。截至2023年末，全州长白

山人参原材料基地从54个增至60个，非林地栽参标准化基

地已达22个。

在延边，从日常食用的人参米、红参片、红参液到日常

用品，再到各种人参药品、补品，人参产品品类涵盖食品、化

妆品等，人参产品品种达300余种。昔日，被誉为“千草之

灵，百药之长”的人参，如今已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2023年，吉林韩正人参有限公司通过恩珍源牌红参口

服液保健食品生产许可，增加产值400万元；延边可喜安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长森源牌红参浸膏单品产值再创新

高，年产值达2.95亿元；吉林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血栓

心脉宁成为全州唯一产值过亿元药品类产品，年产值达

2.37亿元，其在研的国家一类新药（1.1类化药）伪人参皂

苷GQ注射液，已进入II期临床试验阶段，该产品投产后预

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

人参产品竞争力持续提升的同时，延边州人参经营主

体不断发展壮大，数量也日渐增多。截至2023年底，全州

人参相关主体达2500余户，同比增长8%。人参生产加工企

业年实际加工量达2500吨，加工能力超万吨，产值68.1亿

元，同比增长4.3%。

延边鹏程人参交易市场建成营业，填补了延边州专业

化人参交易市场的空白，现已有20余家企业已进驻市场销

售。“吉林延边人参馆京东自营旗舰店”上线运营，目前有

70余款产品发往京东8大仓，单日销售额突破2万元。总

投资8亿元的长白山道地药材深加工及中药材交易中心开

工建设，建成后将成为东北乃至全国最大的北药交易中心。

从“深山”迈向“高山”，延边人参产业的发展之路越走

越宽。为积极向外展示人参产业实力与合作愿景，延边州

组织相关企业参加东北亚博览会、农博会等各类经贸洽谈

活动近10场；着力向内挖掘人参产业内生动力，延边州举

办各类商贸活动，提升了延边人参知名度、影响力和市场

占有率。

与此同时，延边州扎实开展品牌建设工作，逐步完善产

业标准化体系，加强人参市场秩序整治，强化国家参茸产品

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职能作用，全力拓展人参产业新动能，加

速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2023年，全州人参产业总产值达115.6亿元，同比增

长13%。”据延边州人参产业项目专班办公室主任陈书华介

绍，下一步，延边州将实施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强化龙头企

业培育，打造高品质人参专业交易平台。创新营销模式，实

施品牌强参战略，推进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

种植规范化、加工精细化、质量标准化、产品品牌化、产

业集约化。当下，延边州深耕细作，向“参”突破，人参产业

的市场潜力正在加速释放。

初秋时节的珲春，群山拥翠，碧波微澜，风光旖旎，绿水青

山交相辉映，构成一幅绚丽的自然画卷。

近年来，珲春市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推动生态效益向经济效益转变，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

绿、百姓富”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

走进珲春市马川子乡南山花海观光园，淡雅清新的香

气扑鼻而来，粉色、黄色、白色的百合花沐浴着阳光随风摇

曳……花丛间蝶蜂飞舞、游客漫步，宛如一幅动人的乡村风景

画。

“我们的花卉种植基地占地面积20公顷，以销售鲜切花

为主，产品已销售到长春、北京等许多城市。”南山花海观光园

负责人曹玉翔告诉记者，作为绿色可持续发展产业，花卉种植

起点低、见效快，对保留乡村独特的田园风貌，建设美丽乡村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珲春市一边发展赏花

经济，为景区、城市增添颜值，更增加产值。一边持续推动升

级生态农业、农业观光、乡村民宿、特色民俗村等特色乡村旅

游项目，努力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让美丽风景变成

可观“钱景”。

珲春敬信湿地是世界候鸟迁徙的重要栖息地之一，也是

中国重点鸟类保护区和中国候鸟三大迁徙廊道之一。每年春

秋两季，江河贯穿、湖泡连片的敬信湿地都会迎来数以万计的

迁徙候鸟。据珲春市林业局观测，在此停留的大雁、丹顶鹤、

白尾海雕、虎头海雕等迁徙候鸟多达上百万只。其中，国家一

级保护鸟类11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37种。

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珍稀的鸟类为摄影爱好者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创作素材，他们从全国各地长途跋涉而来，在龙山

湖畔架起“长枪短炮”，不时按动快门捕捉珍稀鸟类舞动的精

彩瞬间。

近年来，珲春市在建设高品质生态环境上下功夫，深入实

施洁净蓝天、清新水域、清洁土壤、青山草原湿地保护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等重点工程。同时，深入实施迁徙水鸟同步调查、

中华秋沙鸭安居工程，开展“世界野生动植物日”“爱鸟周”“教

室里的自然课堂”等特色主题宣教活动，激发全社会广泛参与

保护野生动植物的内生动力，推动形成“人人爱护野生动植

物”的良好社会氛围。

眼下，正是东北虎豹重要的成长期和育儿期。位于珲春

北部的老爷岭，群峰竞秀，林海氤氲。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系统的红外相机前，两只稚气未脱的东

北虎幼崽在虎妈妈的呼唤下“闯入”镜头，“炫技”似的来了个

后滚翻，随后再次隐没于林间。

“现在我和队员在野外巡护时，经常能与野生动物‘不期

而遇’，成群的梅花鹿在林中穿梭，‘傻狍子’看到我们也不害

怕。”珲春市林业局动保巡护队队长李冬伟从事动物保护工作

十几年，谈起近些年林区的变化，他感触颇深。

作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重点核心区，多年来，珲春市不断

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高质量推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

设，建立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常态化开展“清风行动”“清山清

套”等打击非法捕猎和交易野生动植物专项行动，野生动植物

种群得到有效恢复，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数据显示，珲春市

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例常年保持在98%以上，森林覆盖率达

86%，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野生动植物资源达1270

多种，野生东北虎豹分布数量居全国之首，生态环境状况指数

连续多年名列吉林省前列。

夯实生态家底，写好绿色文章。如今，珲春市统筹推进生

态保护和经济发展，扎实推进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坚定不移

走绿色发展之路，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 者 张
敬 源 王 雨）今 年 以

来，龙井市坚持稳中

求进、以进促稳，全力

以赴谋项目、争项目、

抓项目，一批批固根

本、利长远、强支撑的

重 大 项 目 正 有 序 推

进，全市处处涌动着

大抓项目、抓大项目

的热潮。

连日来 ，延边洋

杭国际物流仓储项目

施工现场机械轰鸣、

焊花飞舞。目前，已

完成了径向制管车间

建设、洋杭宾馆主体

及厂区道路、排水、围

墙等部分配套设施建

设，正在建设混凝土

搅 拌 车 间 和 箱 涵 车

间，预计今年 11 月竣

工。

“延边洋杭国际

物流仓储有限公司总

投资额1.2亿元，园区

内划分为宾馆、物流

仓储、管业公司、综合

办公楼四大规划功能

区。现已完成园区内

70%的工程量。”该项

目负责人金永锋说，

项目建成后，可预制

管厂可生产 300 毫米

至 1500毫米钢筋混凝

土水泥管。宾馆共有

60 个房间，最大承载

旅客500人，预计年产

值3000万元。

同样，在龙城·品

阁棚户区改造工程项

目施工现场，也是一

派热火朝天的作业景

象，工人们正全力以

赴赶工期、保进度。

记者在施工现场

看到，部分楼栋处于

主体建设阶段，工人

铆足干劲，正在安装

钢管束、焊接钢结构，

以“满格”状态拉满施

工“进度条”。据了

解 ，该 项 目 总 投 资

3.59 亿元，包含 6栋单体住宅、地下停车场和其

他附属设施，共建设住宅 731套，预计 2025 年 12

月竣工。

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截至目前，项目新建住宅 5 栋、公建 1

栋。总建筑面积 92730 平方米，已完成 70350 平

方米面积。建成后，不仅为市民提供更加舒适的

生活环境，也提高城镇化质量，助推棚户区改造

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今年以来，龙井市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

引领，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创新为先”的发展理

念，立足“三主两辅多点支撑”产业布局，统筹发

展医药健康、食品加工、纺织服装三大主导产业，

通过龙头企业抓提升、停产企业抓盘活等方式，

加速经济发展运行。

当下，位于龙井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延边龙康

食品有限公司玉米深加工项目正稳步推进中，力

争项目早日投产达效。目前，生产线设备已进场

安装完毕,此前种植推广的300余公顷的甜糯玉

米已开始试生产。

延边龙康食品有限公司主要利用本地优良

生态环境，发展种植通过欧盟和美国双有机认证

的高品质农作物，以此为原材料通过现代加工技

术，产出多品种、多规格的有机玉米类休闲食

品。该公司先期研发的调味甜玉米粒，属国内首

款产品，目前，已经在日本和韩国等地的食品展

会参展，并受到客户的良好评价，已与世界 500

强企业德乐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并获得了订单。

今年，龙井市计划实施5000万元以上重点项

目 44 个 ，总投资 178.38 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

37.91亿元。1月至7月，龙井市民间投资累计完

成4亿元，增速超10%。44个重点项目中，累计开

复工项目31个，开复工率70.5%。

本报讯（记者相文雅）今年以来，汪清县聚焦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突出组织引领作用，不断增强服务功能、

加大宣传力度、丰富活动载体，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三共四同”互

嵌式社区建设。

“唠唠家常嗑，说说心里话，‘社区食堂’让各族居民聚到一

起，就像一家人一样。”近日，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开展公益

电影走进“社区食堂”活动，让居民们在同吃一桌饭时既能唠家

常、诉情怀，增进各族居民群众情感交流，又能提升各族群众文

化情，共筑民族情。多年来，江北社区巧借节庆之机，开展丰富

多彩的节日文化活动，“连你我、聚老幼、话亲情、叙民情”，尽最

大力量凝聚每一名普通社区居民的心。

为促进各族群众深度交融，汪清县突出文化引领，推动文化

传承，以“同吃一桌饭、同过一个节”为主题，围绕春节、端午节等

传统节日，开展“邻里节”“百家宴”等系列联欢联谊活动82次，厚

植各族群众邻里情谊；营造文化氛围，设置民族团结进步标语标

识、宣传展板150余处，选树民族团结先进模范典型70余个，构

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深化文化浸润，以“同唱一首歌、同跳一

支舞”为主题，开展齐唱红歌、诗歌朗诵、秧歌舞龙等文体活动73

次，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

基层治理专干、“社工岗”人员、基层民警，都是接触普通居

民的“一线人员”。汪清县突出服务引领，建立“老姚工作室”“小

凯说法工作室”等，畅通矛盾化解渠道，提升各族群众幸福指数；

全覆盖建立民族工作服务站，组建37支“红石榴”志愿服务队，引

导174名在职党员担任“代理亲人”，以更加多元化和深入的方式

服务群众；发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和基层群团组织作用，深入

推进“四季帮扶”“巾帼大宣讲”“青春志愿行”行动，广泛凝聚服

务群众社会力量；创新开办“公益集市”，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文化广场等场所，设立政策宣讲、健康指导、生活照扶等各类

摊位，推动便捷化服务融入各族群众日常生活。

此外，汪清县还积极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开展演讲比

赛、语言教学等活动36次，制作发布“中华文字之美”“咬文嚼字”

等专题视频30期，以语言相通促进各族群众心灵相通；坚持“线

上+线下”宣传模式，开设“党红石榴e家亲”视频号，推送民族团

结进步故事、信息300余条，依托“板凳微课堂”“炕头微宣讲”等

载体，开展送学活动75次，打造“红石榴家园”、民族团结示范街

等特色阵地，开展文化交流、民俗体验等活动80余次。

“仙草”出深山 林下遍地“金”
——延边州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张伟国 代黎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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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绿”而行“边陲明珠”处处美
——珲春市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走笔

本报记者 张琰

汪清县多措并举推进“三共四同”互嵌式社区建设

团结一家亲 共筑民族情

近年来，图们
市月晴镇白龙村迎
来了发展机遇，凭
借朝鲜族“百年部
落”，吸引了众多游
客前来感受延边朝
鲜族的历史文化，
体验风俗风情。图
为村民敲起长鼓，
吹响洞箫，与游客
们一同载歌载舞，
沉浸在轻松、欢快
的氛围里。

曲欣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