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单一的水参、干参，发展到药品、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等

800多个品种，科技赋能，让人参产品含金量大增；

标准化种植、精深化加工、市场化运营、品牌化打造，高效打

通产、供、销环节，持续做优、做强人参产业；

加快建设中国人参博物馆、成立长白山（抚松）人参产业联

盟、“十大工程”推动人参产业全产业链发展……

高质量发展人参产业，白山市重任在肩。应势而进、顺势而

为、聚势而起，抢抓一切有利机遇，利用一切优势条件，发挥一切

潜在力量，全力推动人参产业向集群化、高端化、品牌化发展。

““人参之乡人参之乡””的守正与创新的守正与创新

“人参要由‘把头’挖，先用拴着铜钱的红绒绳套在参叶上，

怕它逃跑了。挖参时先破土，然后用鹿骨扦子慢慢地一根一根

地挖参须子。把参须周围的土抠干净后，用青苔茅子、桦树叶，

掺上一些原土，把人参包起来……”公方兴一边采着“棒槌”一边

介绍。

每年农历的六七月份，长白山区的采参人带上充足的食物

和水，踏上“放山”旅程。这种独特且古老的长白山采参习俗，现

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今年71岁的“参把头”公方兴介绍，进山采参时一般是几个

或十几个人一伙，由一个大家都信得过、有丰富“放山”经验的

“参把头”带领。“放山”人如果发现了人参，就要大喊：棒槌！这

叫“喊山”。“把头”接问：什么货？这叫“接山”。“放山”人喊着号

子、系好红绳，开始小心翼翼地采挖……

长白山区最珍贵、最奇特、最神秘的资源就是“百草之

王”——人参。这里有着1600多年的野山参采挖史和460年的

人参栽培史。1995年，抚松县被命名为“中国人参之乡”，列全国

同期命名的“百特”之首。

作为人参产业发展的核心区，白山市以全力建设践行“两

山”理念试验区为引领，深度融合人参产业涉及的全域旅游、医

药康养、绿色食品等多个产业集群，成为拓宽“两山”双向转化通

道的重要支撑。

长白山地区人参栽培技术、种植规模、人参产量、人参品质

位于全省首位，拥有全球最大的人参集散地。科研力量雄厚，有

人参产业技术研发中心、长白山资源与健康研究院等多家科研

机构，研发了人参皂苷、人参多肽、人参多糖等一批具有核心竞

争力的精深加工产品，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产业链条不断延伸、

产业品牌影响力稳步攀升，形成了生产、加工、销售齐头并进，科

研、旅游、文化同步发展的产业振兴新格局。目前，全市人参加

工企业3554户、人参品牌产品155个、原料基地15个，获批“药食

同源”产品78个，省级以上科研成果5项，开发出人参食品、药

品、保健品、化妆品等五大系列830余款产品，人参产业总产值达

到210.76亿元，“长白山人参”品牌位列“全国区域公用品牌指数

排名”第3名，发展前景广阔。

打造打造““人参人参++””全产业链新模式全产业链新模式

在位于抚松县的中草集（抚松）参业有限公司展示厅内，人

参类护肤产品琳琅满目。公司负责人郑祖朋介绍，目前，该公司

的野山参和林下参种植基地达到2000多亩，以长白山优质人参

为原料，已开发60多款护肤产品。今年还将推出20多个新品，

并通过线下体验，让更多人了解人参护肤理念。

近年来，白山市以全力打造中国人参产业示范区为核心，聚

焦人参种植、科技产品创新、精深加工转型升级、拓宽销售渠道

高度融合为主要发展方向，坚持政府扶持、企业主体、农民参与、

科技驱动、效益优先的思路，优先与央企、国企和大型企业开展

深度合作，建立健全规范化种植、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市场

化运作、品牌化发展的人参全产业发展链条，引导产业联盟在重

点领域开启全方位合作，着力创建人参产业集群，加快推动产业

高级化、产品高端化、品牌驰名化。

日前，白山市出台实施方案，全力实施人参全产业链发展

“十大工程”，实现到2028年底，全市人参及医药产业产值翻一

番，实现产值500亿元以上；到2035年底，力争实现人参及医药

产业产值达到千亿级规模的远期目标。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白山市在全力推进人参全产业链发展

的同时，加快推进中国人参博物馆建设，每月召开项目推进调度

会，对项目进行中遇到的问题及时解决，倒排工期、加快进度，完

成人参文化展示区、科研创新区、数字贸易区、文创商业区、配套

功能区等五大板块建设，实现按时竣工运营。

同时，白山市不断突出人参产业示范区先行优势，通过举办

人参发明专利（科研成果）转化投资对接会暨人参产业示范区招

商会。梳理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长春中医药大学等省内高

校、省内外科研机构在人参及中药材等方面的发明专利、科研成

果，举办成果转化投资对接会。推动科研项目和有需求的企业

对接合作，把科技优势迅速转化为产业优势。

《白山市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2025—2035年）》中明

确，全市人参产业发展目标和愿景，以人参产业联盟和人参产业

集团为抓手，加强政策引导、资金扶持，建立完善种植体系、质量

安全体系、品牌建设体系、市场营销和开拓体系、人参产品研发

体系等，稳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集群式发展，全面提高人参产

量和质量、推动人参产业升级、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参品

牌，加快形成人参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在宏伟蓝图指引下，白山市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成立长白山

（抚松）人参产业联盟，深入推进企业联合，吸收国药集团、华润

三九、上海申东集团、抚松参王植保、吉林大学长白山资源与健

康研究院等科研院所、相关高校、知名企业成立长白山（抚松）人

参产业联盟，全面提高人参质量，强化产业凝聚力。成立长白山

人参产业集团，进一步集中优势力量，完善白山市人参产业链，

选取国药集团、山西振东药业、上海申东集团、炳华药业等企业

和市、县两级国有公司等为主体，成立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掌

握人参定价话语权。加快推动人参精深加工的技术成果转化，

形成人参产业从种植到销售全产业链的“六统一”（即统一种质

种源标准、统一种植标准、统一管理标准、统一生产标准、统一质

量标准、统一销售标准），形成产学研用一体、全产业链开发的良

好局面，逐步实现规模化推广。设立人参产业发展基金，根据人

参全产业链发展和市场需求，确定基金总额度，由白山市、抚松

县两级国有平台公司、社会资本以及其他资金来源出资入股，设

立人参产业发展基金。以人参种植、加工、研发、销售等环节为

主要投资领域，以支持新技术研发、优质种源培育、市场渠道建

设等为主要投资方向，强化人参全产业链发展，推动人参产业持

续健康发展。

为进一步提升长白山人参影响力，丰富人参文化，深度挖掘

整理长白山人参文化资源，白山市从推进长白山人参发源地和

野山参保护基地两个方向深入研究，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重塑白山地区是长白山人参发源地、主产区、实践区、人参

（园参）栽培技术发明者、人参加工利用传承者的历史沿革，梳理

人参产业发展脉络，充分展示长白山人参产业的独特魅力。

同时，不断探索建立人参标准化种植体系，目前，白山市有

国家级人参（园参）种植标准一项，为抚松参王植保公司制定的

《人参优质种植技术规范》，有6000余户参农参与，认证人参规范

化生产基地1000余万平方米。在完善提升现有园参种植标准化

体系的同时，加快启动林下参种植标准化体系建设。提升从业

人员规范化、标准化绿色生产意识，根据林下参的生长习性和生

态环境要求，制定从选址、土壤处理、种子处理、种植、管理到收

获的全程标准化种植技术规范，全面构建林下参种植标准。

在推动白山市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征途中，溯源认证与

检验检测作为关键环节，将为产业的透明度与信誉度提供坚实

保障。白山市通过开展溯源认证，构建白山市人参全链条溯源

体系，建立统一的人参溯源信息平台，使消费者可以通过溯源系

统查询到人参产品的种植、加工、销售等信息。采用物联网、大

数据等技术手段，对人参种源进行登记和认证，确保种源的纯正

和可追溯。同时，加强对生产、加工、销售过程的质量控制，对人

参产业全链条实行检验检测。实施市场准入制度，确保人参产

品的质量和安全。由人参产业集团经营的原材料、饮片、深加工

和终端产品等，必须经过人参领域权威“第三方”机构进行团体

性标准种植和溯源认证，不断增强消费者信心，促进人参及医药

产业链条可持续发展。

在夯实人参产业基础，确保品质与信誉的同时，白山市积极

拓宽人参市场渠道，创新交易模式。依托吉林东北亚中药材交

易中心，设立人参交易中心，赋予长白山人参等道地药材金融属

性。建立专门交易平台，定期发布人参等道地药材市场行情分

析报告，为人参等道地药材的交易提供公开、透明、公正的交易

环境，增加人参的流动性，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推动人

参及医药产业发展。

此外，白山市还根据人参品种、规格和交易市场的交易量、

交易额等确定权重，制定人参价格指数体系，编制园参、移山参、

林下山参、野山参价格指数，并对外公布。根据需要每年进行价

格指数修正，实时反映人参市场价格的变化，为从业者提供准

确、及时的市场信息。通过监测和调控人参价格指数，稳定市场

价格，保护种植者、加工者、消费者和全产业链条各个环节的经

营者利益。

从集市到品牌从集市到品牌，，一业兴带来百业活一业兴带来百业活

8月19日，2024年度水参交易季在万良长白山人参市场如

期开市。在此后的两个月里，每当夜幕降临，参农们便拉着刚刚

起获的人参到这里交易。看参的、询价的，交易红火，热闹的场

面会持续到凌晨。

“这里是全球最大、全国唯一的国家级人参专业市场，全国

80%的人参在此交易。你9月来这儿，那时候是采参旺季，市场外

排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车辆，市场内人挤人，人参产品卖到国内

外30多个国家和地区。”抚松鼎参堂人参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国红介绍。这里经过30多年的培育发展，已成为世界人参

行业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小小的万良，大大的市场。万良人参市场蓬勃发展的背后，

是其不断向国际化、标准化迈进的坚实步伐。随着市场影响力

的日益扩大，如何进一步提升人参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实现由大

到强的转变，成为摆在管理者和从业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对此，白山市给出的答案明晰。

以国际标准编制《中国人参产业示范区发展建设规划》，先

后召开长白山人参推介会、中国人参产业示范区论证发布会、人

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国药集团、广药集团、华润三九、山西振

东药业等国内知名药企纷纷入驻；谋划实施国药肽谷生物活性

肽产业园、华润和善堂新厂、小犀牛人参精深加工等重点项目24

个、总投资315.8亿元，在万良人参小镇投资2.4亿元打造的人

参特色产业小镇工业园已完工；全力打造人参文化“新名片”，总

投资7.4亿元的中国人参博物馆已完成一层展厅布展，建成后将

是世界上单体面积最大的人参博物馆……

随着2025年“高铁时代”的到来，白山市与北京将拉近至

3.5小时，届时白山将成为京津冀、环渤海地区大城市的后花园，

长白山人参也将走出深山老林，走进北上广深，走进千家万户，

迎来发展黄金期、转型加速期、跨越蝶变期。

在这一历史性的转折点上，白山市正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

力度，深入推进人参产业链的做强做大，旨在将长白山人参这一

自然瑰宝，从深山老林带入更广阔的市场，走进更多人的日常生

活，同时，也为人参产业自身的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以此为契机，白山深入推进做大做强人参产业链工作，建

设一批绿色、生态、高效的人参种植生产基地，延伸药用、食用

和保健、美容等人参精深加工产品链条，推进以人参为基源的

药品、食品、保健品、日化用品新产品研发和成果转化应用，形

成各具优势的人参产业集群，推动生产、加工、流通、品牌建设

一体化、规模化、集群化发展，推动人参产业绿色发展。积极向

相关行业企业进行推介，实现人参产品与相关产业的嫁接融

合。

不断延长延伸人参创新链，通过组建人参科技研发联合体，

围绕人参育种、质量提升、药食研发、功效评价、质量标准等，加

强人参基础研究，建立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到中试

转化较为完整的人参产业科技创新服务体系，选育一批药用人

参优良品种，研制开发一批人参创新药系列产品，突破一批生产

关键技术，不断提升人参科技水平，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和

重大成果产业化，推动人参产业持续稳步发展。

围绕人参种质资源保护、新品种选育、土壤改良、规范化种

植及技术推广、人参资源高效利用、新产品开发、先进生产技术

集成与示范应用等，白山加速培养高端人参人才链。加大高精

尖人才培养力度，壮大人参产业人才库，将高水平人参科技专家

队伍、人参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引进白山、留在白山，共同构筑

起人参行业领域的“人才高峰”。

同时，利用国家出台的农业农村建设与社会资本合作方面

的政策，搭建多方合作、多渠道筹资平台，协调争取更多人参产

业专项资金，拓宽壮大人参资金链。研究出台人参产业招商引

资政策，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向田园综合体建设。同时，组建

人参商会，将参农、参企、科研单位、金融机构、媒体等联合起来，

共同促进人参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参”机盎然，其势已成。展望未来，白山市人参产业的高质

量发展之路已然铺展，正朝着更加辉煌的明天稳步前行。

林下生“金”
—— 看 人 参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白 山 路 径

本报记者 蔡冲春 金泽文 高源

万良长白山人参市场是全球最大的人参交易集散地，全国80%的人参在此交易。

▲每年农历的六七月份，长白山区的采参人带上充足
的食物和水，踏上“放山”旅程。这种独特且古老的长白山
采参习俗，现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为
今年71岁的“参把头”公方兴展示采参技艺。

▼白山市不断延伸人参药用、食用和保健、美容等精
深加工产品链条，推进以人参为基源的药品、食品、保健
品、日化用品新产品研发和成果转化应用，形成各具优势
的人参产业集群。

▶“中国人参之乡”抚松县每年都举办人参节。

巍峨高耸的长白山，孕育了珍贵、奇特、神秘的人参。

初秋时节初秋时节，，人参喜获丰收人参喜获丰收。。

如今的万良人参市场，不仅是线下销售场所，同时也是一间巨大的“直播
间”，从事直播带货的主播多达3000余人，传统的人流带物流模式，正在向信
息流带物流模式转变。

长白山区有460年的人参栽培史，早在明朝时期，抚松县东岗镇西江村
一带山民就开始栽培人参（园参）。

▶▶白山市加快建设一批绿色白山市加快建设一批绿色、、
生态生态、、高效的人参种植生产基地高效的人参种植生产基地，，推推
动人参产业绿色发展动人参产业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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