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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首个“中国医药城”，和“中国中药之乡”“中国人

参之乡”，通化中医药产业基础雄厚、产业优势明显、自然资源

丰富。大力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药乡”通化传承精

华，守正创新，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不断塑造中医药产业

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当传统中医遇上现代技术，通化医疗器械企业数智化诊

疗技术尽显“科技范”。

日前，在第三届世界中医药科技大会暨2024长春国际医

药健康产业博览会上，通化海恩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医

AI大脑”与“智能中医机器人”惊艳亮相，智慧医疗备受关注。

公司董事长张学海介绍：“中医智能机器人通过多种技

术通道，自动采集获得人体的舌象、面象、脉象、经络穴位、声

诊、综合问诊及中医体质辨识等相关信息，能够对中医诊查

人体某些疾病的早期提示、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提供科学量

化依据，是对人体健康状况进行普查、筛查、诊断的高科技检

测设备。”

以传统中医理论为根基，依托现代科技手段，通化海恩达

创新引领，开拓传统中医医学与现代先进科技手段深度融合

技术，中医健康智慧筛查评估系统、中医五诊仪、“5G+中医医

联体项目”等助力中医药健康产业现代化发展。

通化是中国长白山人参核心产区和人参文化发源地。人

参，已成为推动当地中医药产业结构化升级的重要力量。

作为医药行业内首家实现人参全株开发的现代化制药企

业，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以人参、西洋参为主要

原料的现代中药研发、生产。

“公司成功开发了以人参果总皂苷为原料的振源胶囊和

以西洋参茎叶总皂苷为原料的二类创新药心悦胶囊，并持续

对现有药品进行二次开发，两款产品年销售额稳定在5亿元左

右。”公司研发中心主任张京楼说。

通化中医药资源丰富，已查明的药物资源达1133种，被誉

为中国“三大天然药库”之一，主要有人参、五味子、贝母等20

余种地道药材。

在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中，通化市既注重传统技艺的保

留与传承，又致力于推动中医药的现代化与产业化。通过实

施中药材生态种植与标准化体系建设，全链条打造优质药材，

确保中药材的安全、有效与可控。

以科技创新赋能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通化市围绕创

新品种、实施项目、培育集群等方面，持续释放新动能。

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通化万通药业专利新药成果不

断，多品种驱动发展。在坚持自主研发的同时，持续加深与高

校、科研院所的密切合作，年投入科研开发经费占年销售收入

的4%至5%左右。

来到通化万通药业，室外寒意渐浓，车间火热赶产，万通

筋骨片、感通片、咳克平胶囊等主打品种全力生产。“目前企业

拥有15大剂型、339个品种，万通筋骨片被评为‘中国消费者十

大满意品牌’‘全国百姓放心药’。该产品已经伴随企业与消

费者走过了27年的时间，赢得了市场信誉与百姓口碑的双丰

收，现已成为企业的拳头产品，深受广大消费者信赖。”通化万

通药业党委副书记王海涛介绍。

据了解，通化市现有中药企业72户、2272个品种，其中产

值超千万品种67个，8户企业获评省级道地药材科技示范基

地，数量居吉林省首位；781个中药文号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居

全国首位。

创新品种，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势能，通化市持续培

育医药健康新品种增量，指导全市7户医药企业开展14个古

代经典名方研制开发项目；推动20个在研配方颗粒项目有序

进行；海恩达“暖宫止痛穴位贴”列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华夏

药业“苦碟子注射液”等6个品种入选全国首批100个疗效独

特中药品种。

厚培科创沃土，建立多个创新平台，聘请医药领域权威专

家组建“通化市医药健康产业高端智库”，推动中医药科技成

果转化与应用。启动“百项医药科技创新计划”，围绕中药大

品种二次开发、中药新药创制、道地药材健康产品创新研发等

方面实施各类医药健康领域项目98项。

推动政产学研协同发展，先后与吉林大学、沈阳药科大学

等国内知名医药高校院所签订科技战略合作协议，开展校企

联合技术攻关项目近百项。建立张伯礼院士工作站，成立通

化市医药健康产教联盟。

同时，通化市中医药服务体系日益完善，重点完善了以

市、县级中医医院为龙头，综合医院和乡镇卫生院中医科、中

医馆为枢纽，村卫生室为网底，社会办中医诊所为补充的覆盖

城乡的中医医疗服务体系，推进中医药资源下沉，让中医药服

务普惠群众。

当前，通化市立足产业基础，正全力推动千亿级医药健康

产业取得新突破。坚持沿链而进，千方百计激发放大中药资

源优势，推动人参等重点产业高端化发展，加快推动现代中医

药产业转型升级；坚持向新而立，深化中医药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研发应用，充分发挥张伯礼院士工作站、吉林人参研究院

等机构科研优势，推动中医药理论与实践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坚持惠民而为，建强基层中医药服务阵地，推动中医药

医疗服务能力进位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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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铭

本报讯（郭 婷 婷 记 者 李 铭
孙鑫）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助

力乡村振兴发展，通化市大力推

进科技小院建设，汇聚高校、科研

机构的专家学者及研究生团队，

将先进的农业技术、科技服务带

到田间地头。

为农民提供“零距离、零时

差、零门槛、零费用”科技服务，通

化市科技小院成为围着农民转、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

民赚，助力乡村振兴的科技服务

平台。推动富民兴边，位于集安

市的4家科技小院通过“做品牌、

创效益、保质量、促发展”方式，大

力推广集安人参、山葡萄、五味

子、软枣猕猴桃等特色农产品，为

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

富作出积极贡献。

通化县光华镇蓝莓小院和熊

蜂小院是省内唯一的“一地两院”

模式，生物科技与设施农业融合

发展相得益彰。熊蜂小院经过研

发、驯化改良的熊蜂解决寒地浆

果花期授粉不及时和授粉率不高

的难题 ，助力当地蓝莓年增产

15%。蓝莓小院建立标准示范园

进行蓝莓新品种、新技术示范推

广 ，提升长白山蓝莓品质与产

量。今年，蓝莓小院开展科技培

训5场，培训农民1500人次，带动

当地农户种植蓝莓达6000亩，帮

助1.1万人增收，获评吉林省科技

进步一等奖。

通化禾圣蓝莓种植有限公司

总经理谭志强告诉记者：“在通化

蓝莓小院的推动下，企业与农民

携手共进，形成了良性循环。企

业增效为农民提供了更广阔的销

售渠道和稳定的收购价格，农民

增收的同时又为企业提供了充足

的原材料供应，双方相辅相成，共

同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为通化市林药产业发展提供

技术支撑，通化师范学院的“中国

农技协吉林辉南胡桃楸科技小

院”，主要聚焦于适宜长白山林药

间作生态种的胡桃楸种源筛选、

优化关键种植技术。同时，致力

于提高生态种植胡桃楸质量标准

并制定胡桃楸种苗生产操作技术

规程，通过与企业的合作，将科研

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在通化，科技小院的建设不

仅赋能技术创新，更培养了一批

批知农、爱农、助农、强农的专业

人才。

目前，通化市与7家高校协同共建科技小院16家，驻

地研究生达43人，发表专利13个；举办科普活动43次，

现场指导农民91次，指导农民1294人，真正实现了“建设

一个小院、入驻一个团队、带动一个产业，辐射一片乡

村”。

本报讯（徐 猛 飞
记者李铭）今年，通化

市以林下山参为重点，

通过“好林”“好种”“好

法”“好品牌”的“四好”

路径，全力推动人参产

业高质量发展。通化

市税务局紧紧围绕“四

好”路径，突出“好法”

赋能，从落实好政策、

防范好风险发挥税务

职能作用，为人参产业

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力神药业（吉林）

有限公司是一家专精

特新企业、农业产业化

市级重点龙头企业。

依托通化人参资源优

势，企业研发出多款人

参精深加工产品。生

产车间内，工人们抢抓

生产，忙碌有序地将产

品分装、打包。

“税务部门从问计

问需到政策梳理，从政

策解读到精准推送，为

企业提供专业化、高效

化和定制化服务，让企

业对未来的发展更有

信心。”力神药业（吉

林）有限公司会计陈诗

洳说。

人参产业的发展

不仅给通化市人参加

工企业带来了新机遇，

同时也为部分出口企

业拓宽了市场、增加了

效益。吉林云岭野山

参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是一家农业和林业产

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

业，集人参及中药材种

植、加工、销售出口贸

易为一体，产品主要出

口新加坡、日本、韩国

等地。一直以来，当地

税务工作人员深入企

业一线，为企业解决了

诸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难题。

吉林云岭野山参研发中心经理刘炳罡告

诉记者：“近年来，由于原材料成本波动较大，

企业经营受到影响，得益于出口退税政策和

税务部门的优质服务，帮助企业盘活资金，让

我们能从容面对风险与挑战。”

助力通化人参产业向千亿级迈进，通化

市税务局坚持以全链条、全方位、全领域服务

为导向，梳理制作《人参产业税收政策 70

问》，并主动深入人参种植户、人参加工企业、

人参销售市场进行政策宣传辅导。充分发挥

“税务+”整合模式优势，联合11家银行为人

参中小微企业提供信用贷款，拓宽人参中小

微企业融资渠道。依托“税路通·北吉兴”服

务品牌，优化细化支持跨境经营企业的服务

举措，及时推送、解读出口退税政策重点和注

意事项，支持人参出口企业发展。同时，通过

深入企业实地核查、检查涉税疑点数据和出

口退税备案单证及退缴税情况，加强对企业

各个环节的税收监控，规范税收管理秩序。

“我们税务部门将立足人参产业创新、产

业转型需求，积极落实税费优惠政策，优化服

务、解决难题，以税赋能，助力人参产业发展

以‘新’提质，向‘新’发展。”通化市税务局党

委书记、局长殷文说。

本报讯（李承育 记者李铭）“现在水量又大又干净，大伙儿再

也不用为吃水问题犯愁了。”在集安市凉水乡杨木林村，村民陈忠

仁高兴地向前来监督回访的村监督联络站站长陈忠山说道。

此前，杨木林村监督联络站接到村民反映饮水问题，通过深入

走访调研，了解到该村因历史原因存在水资源短缺问题，影响村民

日常生活。随即，杨木林村监督联络站通过乡纪委层报至集安市纪

委监委，督促推动集安市水利局、凉水乡等部门及时沟通对接，新建

2座总容量30立方米的高位水池及总长900延长米的供水管线，对

原有陈旧水管进行更换，解决了杨木林村26户、75人吃水用水问题。

据了解，今年以来，集安市纪委监委从农村饮水安全“小切口”

入手，通过组织召开调度推进会、发放专项提示单、入户走访回访

等方式，开展全市农村供水保障专项监督，监督提醒水利部门协调

各乡镇、街道加强对农村供水摸底排查工作，共排查问题71个，现

已全部整改完成。

同时，集安市结合农村供水实际，重点实施2024年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维修、农村饮水工程水毁修复等工程项目，集安市纪委监委

全程跟踪监督项目建设情况，确保及时完成建设任务。项目完工

后可惠及2.87万群众，切实保证群众喝上“放心水”。

进入 12 月份，集安鸭绿江河谷的冰葡
萄进入最佳采摘期。江面上，袅袅雾气如翻
滚的云海从水面升腾，岸旁一串串雪中“宝
石”，安静地挂在葡萄藤上，傲立严寒。亲身
体验冰葡萄的神奇变化，游客们走进集安市
鸭江谷酒庄，现场体验采摘冰葡萄的乐趣，
观摩冰葡萄选粒、压榨生产流程，品鉴冰葡
萄原汁。 本报记者 李铭 孙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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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安市：守好农村饮水“安全关”

鸭绿江河谷的“冰酒奇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