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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解“人参卖成萝卜价”？让“百草

之王”呈现“王者荣耀”！

吉林省善作善成，唯实惟先。

坚定不移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突

出品种选育、种植、溯源、检测、加工、流通等

重点环节，让货真价实、优质优价成为常态，

让“林海参乡”更具魅力；举全省之力，从源头

抓起，引导行业自律，做强人参产业，真正把

长白山人参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日前，本报记者兵分三路，探访人参市

场、人参企业，与“参把头”一起体验千年人参

文化，感知人参走出深山走向世界的发展新

路。

出深山——跟着“参把头”去
“放山”

“人参要由‘把头’挖，先用拴有铜钱的红

绒绳套在参叶上，接着在人参周围的地上划

一米见方的框，四角插上索拨棍，称为‘固

宝’。挖参时先破土，然后用光滑的鹿骨扦子

慢慢地一根一根地挖参须子。把参须周围的

土抠干净后，再用青苔茅子将人参拉出来，用

青苔茅子、桦树叶，掺上一些原土，把人参包

起来，用草绳打成参包子。挖出人参后，‘把

头’在附近选一棵红松树，朝着挖参的方向，

从树干上剥下一块树皮，在白茬树干上用刀

刻杠。放山人数刻左边，右边刻的是几品叶

参，这是为了使大家知道这个地方曾经挖过

人参，是人参生长区……”近日，记者有幸和

“参把头”公方兴一起去“放山”，老人说起这

些老规矩如数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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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

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据了解，早在公元3世纪中叶，长白山区

已经开始有人采挖人参，人们把进深山老林

寻找采挖野山参称为“放山”。今年71岁的

公方兴有着40多年“放山”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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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参采挖完成，公方兴手捧着“棒

槌”回忆，曾经有一段时间，人参价格比较低，

但随着各级政府对人参产业扶持政策的不断

落实，人参精深加工产业蓬勃向上。“参农的

好日子还长着呢。”公方兴对未来人参的价格

和品质充满信心。

闯市场——从集市到集群，人参
市场也“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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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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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价的络绎不绝，

热闹的场面会持续到凌晨。

“这里是全球最大的人参交易集散地，全

国80%的人参在此交易。9月份是采参旺季，

到时市场外排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车辆，市

场内人挤人。每年有6万吨人参从这里出

发，有600多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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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总经理张国红向记者介绍。

走进1.68万平方米的交易大厅，一排排

摊位上摆放着琳琅满目的人参产品，参商们

正在一个个摊位前选货、询价，运货工人推着

小车往来穿梭。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最

好人参在抚松。”作为亚洲最大的人参贸易

专业市场，万良长白山人参市场是世界人参

行业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几年来，市场

陆续引入了质量检测、报价中心、大数据中

心及多媒体信息中心，让老市场逐渐跟上需

求的新变化。今年，投资2.4亿元打造的人

参特色产业小镇工业园已完工。未来，这里

将打造成集仓储、加工、销售、研发、检测及

中小企业孵化为一体的全产业链融合发展

集群。

网络主播“薇姐”，每天在市场里的各个

摊位前直播带货，被摊主们笑称为“溜达

播”。问及每天能卖多少单，“薇姐”豪气地伸

出手掌：500多单。如今的万良人参市场，有

许多“职业人参网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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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谋创新——“百草之王”的“百变之路”

人参根、人参茎叶、人参花、人参果……

夏末初秋，探访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人参全身都是宝”在这里得到了集

中体现。以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科技创新为

突破口，人参全株开发让“百草之王”不断解

锁“新角色”，人参全产业链布局持续深化。

谋求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核心在于创

新。作为医药行业、化妆品领域首家实现人

参全株开发的企业，益盛药业与全国知名高

校、科研机构紧密协作，实现从人参根到人参

茎叶、人参花、人参果的人参全株应用，开发

出包含3款独家产品的多个国药准字号产

品，以及涵盖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的900多

种产品。

精耕道地药材，益盛汉参种植基地是国

内首个获得GAP认证的非林地人参种植基

地，自主培育的优质“汉参”拥有创新完整的

种植技术体系，获得近20项专利。

依托人参种植领先优势，塑造产业持续

健康发展竞争优势，目前益盛药业已建立完

整的人参产业链，完成益盛药业、益盛汉参产

业园、益盛汉参化妆品等六大板块产业布局，

贯穿人参产业链上、中、下游，横跨药品、化妆

品、健康食品三大产业，多款产品被认定为

“长白山人参”品牌产品，并获得生态原产地

认证、有机产品认证、“长白山人参”品牌原料

生产基地认证。汉参产业园精深加工设备全

面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企业先后被认定为国

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农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益盛”商标被认定为中

国驰名商标。

从深山密林到繁华市场，从古老习俗到

现代创新，吉林人参的向新发展之路，不仅是

一段产业跃升的辉煌历程，更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参把头”的坚守与传承，丰富着人参文

化的深厚底蕴；穿梭于万良长白山人参市场

热闹“丰”景里，探知着人参市场的蓬勃生机；

沉浸在益盛药业等企业创新实践中，见证着

人参产品开发的无限可能……

这些，都是吉林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生动注脚。

一 路 “ 参 ” 情
——从三组镜头看吉参“新”路

本报记者 张雅静 李铭 金泽文 高源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热播，

让新疆阿勒泰成了无数人心中的

“诗与远方”。作为取景点之一的吉

林新村，也成了游人必打卡之处。

在秋日阳光的照射下，这座由

吉林省援建的小村庄，道路宽阔笔

直，房屋错落有致，门前花草繁茂，

美丽静谧又充满着活力，是人们心

中美丽乡村的范本。

“原来的村子叫‘阿依达尔乌英

克村’，在白桦林东侧，是我们镇牧

民定居点之一。2011年，吉林省援

助1500万元在这里建设了150户高

标准牧民定居房，并配套了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搬迁到这里

后，为答谢吉林省政府的大力援助，

更名为吉林新村。”阿勒泰地区哈巴

河县齐巴尔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金

恩斯别克·沙山别克向我们介绍了

吉林新村的来历。

说起搬迁后的变化，“恩情农家

乐”老板沙力感触颇深，村庄道路、

水电以及村容村貌的高品质，都为

他和哥哥在经营牧场的同时开办农

家乐提供了有力保障。“为了感恩吉

林援建之情，我们的农家乐就叫‘恩

情农家乐’。现在我们光农家乐的

收入每年就在30万元左右，这是以

前想都不敢想的。”沙力说。

据悉，吉林新村目前有农家乐

11家，家家经营火爆。“孩子爸爸做

牛羊销售生意，我在家一边照顾孩

子一边在这里打工，一年不用出村

就能挣到 4 万多元，生活越来越

好。”“恩情农家乐”服务员巴合提努尔告诉我们。

带动村民发展旅游业，推动养殖小区建设，为村民发展菌

类种植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推进奶山羊产业项目落地，为村

民提供果树苗、菜苗，为村民发放鸡雏……多年来，吉林援疆

工作队积极探索富民强村办法，带动村民大力发展特色种植

和养殖等产业，不断增强村民致富的造血功能，取得了很大的

成效。

在牧民阿布扎力汗的家，宽敞的房屋装饰得如城里楼房

一般精致。院子里，一匹枣红色的马立于其中，看上去高贵华

丽。这是阿布扎力汗“千匹马业”家庭牧场众多马匹中的一

匹。2022年，他投入200多万元，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

坦等国引进高品质马近10匹，每年通过种马的配种，可产40

余匹小马驹，不但做大了马产业，也带动了吉林新村的旅游

业。目前，他的家庭牧场已成为专业的马匹观摩点。

“我从小喜欢马，搬迁到这里后，便捷的交通以及援疆干

部的鼓励，让我从小就有的开马场梦想变成了现实。通过养

马，我也实现了增收致富。”阿布扎力汗说，现在，他一年的收

入在50万元左右。

“现在的吉林新村，可以说是‘村庄生态美、集体经济强、

村民腰包鼓’，牧民也切实感受到了援疆省市无私帮助下生活

发生的巨大变化。”齐巴尔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金恩斯别克·沙

山别克说。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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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假期，长春市各
景区纷纷推出丰富多彩
的文旅产品，为游客提供
更加丰富多彩的旅游体
验。图为长春城投·南溪
里·文旅小镇的音乐晚会
现场。

本报记者 丁研 摄

本报讯（记者裴雨虹 郭悦）中秋假日期间，我省推出百余

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为广大市民和游客营造了

浓厚的节日氛围。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办好“我们的节日”主题活

动，假日期间，长春市文庙博物馆举办了“浓情中秋 月伴华

彩”公益文化活动，通过社教研学、汉服赏鉴、投壶体验、科

普课堂等多种形式，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浓

厚节日氛围。

花灯邀明月，巧手迎中秋。在社教研学活动中，长春市文

庙博物馆邀请市民、游客一起手工制作花灯，感受传统节日的

乐趣。活动现场，专业指导老师向大家讲述中秋节的起源和

传统习俗，介绍花灯的寓意及制作过程，并进行现场示范。从

选材到设计，从搭架到装饰，在老师的指导下，一盏盏漂亮的

花灯呈现在眼前。

“中秋节恰逢三秋之半，故名中秋节。赏月是中秋的传统

活动，人们在夜晚仰望星空，欣赏那一轮明月，寄托着对家人

的思念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活动还推出中秋节“线上小课

堂”，以视频形式讲述中秋节的历史，分享民俗、故事、诗词等

知识，带大家一同了解中秋节蕴藏的家国情怀和文化内涵。

同时，设立汉服打卡点、投壶游戏体验，为节日增添欢乐气氛，

增强大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

9月17日中秋节当天，在长春国际会议中心主会场举办

的《诗词三万里之天涯共此时》艺术名家千古名篇诵读会，

为这个小长假画上了完满的句号。何赛飞、杜宁林、郭凯

敏、刘家祯、康庄、丁柳元等一众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齐聚

一堂，打破传统诗词朗诵的表现方式，对诗词进行二度创作

与编排演绎，将名篇佳作与音乐、舞蹈、戏剧巧妙融合，用

“燃”“飒”“月”三个篇章带领观众畅游诗山词海，共赏明月

当空。 （下转第四版）

体验中秋习俗 感受传统文化
我省举办百余场文旅活动庆中秋

小到“眼镜小猫”瓜子，大到棋盘村雷猪；

近到东北三省，远至大洋彼岸，“电商+产业”正

成为吉林市推动乡村振兴、释放消费活力、发

展现代贸易、产业提档升级的重要抓手，也为

推动吉林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吉林市现有网商7.6万户，直接带动就

业10万余人。今年1月至7月份，吉林市网

络零售额实现106.53亿元，较去年同期新增

18.01亿元，同比增长20.35%，高于全省3.85

个百分点。吉林市还被国家确定为“全国创

建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国家电子商务与物流

快递协同发展试点城市”。

老爷岭：农产品搭上“电商快车”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老爷岭‘小城市

不摆烂’直播间，开播给大家放一个我们公司

的小福利……”9月16日13:56，抖音直播平

台上，拥有15.5万粉丝的主播“小城市不摆

烂”上线直播，推介老爷岭的东北特产新品。

网络上，网友们被主播真挚热情的推介所打

动，纷纷下单……

视频中推介的产品出自吉林市老爷岭农

业集团——一家集农副产品的研发、生产、销

售于一体的现代化杂粮及其深加工产品高新

技术企业。

随着直播带货兴起，企业开始了从单纯

线下到进入线上赛道的转换。2016年3月，

老爷岭成立电商部，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电商

团队。2022年底开始，老爷岭培养、发展短

视频账号，现在已拥有15.5万粉丝；越来越

多的人通过网络熟悉了“老爷岭”这一品牌。

今年前8个月，吉林市老爷岭农业集团电商

业务就完成销售额达1600万元。从线下销

售忙转为线下线上共同发展，老爷岭的农产

品已行销全国各地。

吉林老爷岭农业集团行政总监满洪洋

说，企业最开始只是进入一个平台，现在几乎

所有线上平台，包括天猫、拼多多、京东自营、

抖音、快手，都有官方旗舰店；最开始的销售

额一年仅十万元左右，到现在不到三个季度

就销售1600万元，这是一个跨越式的增长。

2023年，老爷岭的全平台销售额达到

1676万元。其中，在快手平台与网红达人合

作，创造了单场直播销售额200万元的销售

业绩，日发货1.5万单。

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黄金机遇，老爷岭

集团对未来信心满怀。满洪洋说，最近，在吉

林市商务局举办的电商节，我们看到了阿里

巴巴的1688这个平台，也打算跟他们对接合

作。我们觉得在电商上也可以像线下一样，

建立起独立的批发式销售体系，这样从To C

端到To B端都有整体的销售模式，这对企业

未来的发展帮助会很大。

筑石：搭建电商产业园 提供创业
孵化服务

“约会一百天”是微信视频号上一个备受单

身男女喜爱的视频主播，她的视频通过一个个

设计精妙有趣的小故事，把一家家餐饮店及其

产品自然地推介到大家面前。而这一视频号背

后的操手——吉林市糖福禄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是一家新媒体公司，位于吉林市（筑石）电子商

务产业园内。公司通过抖音、微信视频号、快

手、小红书、B站等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有效线上

曝光和直播变现。目前，他们的合作企业有中

国石油、金牛牧业、辣怪鸭等知名企业。

说起这家公司背后的产业园——吉林市

（筑石）电子商务产业园，成立于2015年，至

今为600多家创业团队提供创业孵化服务，

成功孵化78家优秀电子商务企业。2024年

上半年，园区总营业收入5100万元，累计带

动创业就业人员520人。

据吉林省筑石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理邱霄介绍，园区内搭建了六大“公共服务

平台”，包括双创培训平台、一站式政务办公

平台、金融服务平台和综合商务平台等，为创

业企业提供全方位孵化服务。（下转第四版）

江 城 ：电 商 产 业 风 生 水 起
本报记者 李婷 姜岸松

一张张沧桑的老照片、一件件弥足珍贵的老

物件、一幕幕还原场景……走进浓缩了中国百年

航空史的空军航空大学航空馆，历史与现实的交

错，让人沉浸其中，不禁驻足。

“1946年，空军航空大学的前身——东北民主

联军航空学校（习惯称东北老航校）在通化创立，

中国人民的‘航空梦’‘空军梦’正式启航。”虽然已

讲了无数次，但是该航空馆讲解员张悦仍激动万

分。

东北老航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航空

学校，开创了我党我军自己培养航空人才的先河，

同时为我国航空工业和民航事业奠定了坚实基

础，是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

“在战争废墟上建校，在炮火硝烟中起飞，在

共和国晨光中展翅……”张悦告诉记者，当年创

办航校面临着重重困难。老航校成立后，国民党

占领沈阳，通化形势吃紧，立足未稳的老航校不

得不向牡丹江搬迁。半年后，国民党占领长春，

牡丹江地区受到威胁，老航校不得不再次转移，

搬到地处中苏边境的兴凯湖畔，落户东安（即现

在的黑龙江密山）。1948年 3月，我军对东北国

民党军队渐成围歼之势，老航校乘势从东安搬回

牡丹江。一年后，我军辽沈战役胜利，国民党军

队在东北大势已去，长春和平解放，航校乘胜把

校部由牡丹江迁到长春。创办航校期间，他们顶

风冒雪，千里觅航材，跑遍了东北大大小小30多

个城镇、50多个机场，还派人到朝鲜搜集航材。

千疮百孔的飞机空壳、破烂不堪的零部件，都是

老航校人的宝贝。

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老航校人用马车牵引飞

机，用打气筒给飞机轮胎充气，用酒精代替航油飞

行；即使被迫辗转搬迁四地，却依然创造了人民空

军历史上的诸多罕见奇迹， （下转第四版）

新 中 国 雄 鹰 在 吉 林 大 地 起 飞
本报记者 祖维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