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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抚松兼顾人参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吉林抚松兼顾人参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

林下参发力向上攀林下参发力向上攀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洪超马洪超

金秋 9 月，长白山人

参迎来收获季，吉林省白

山市抚松县因为人参交易

日渐活跃而更加热闹起来。

人 参 被 誉 为“ 百 草 之

王”，业内素有“世界人参看中

国 ，中 国 人 参 看 吉 林 ”之 说 。

位于长白山脚下的抚松县，拥有

1500 多年的野山参采挖史、450 多

年 的 人 参 栽 培 史 ，是“ 中 国 人 参 之

乡”。据抚松县有关部门统计，吉林省人

参的三分之一产自抚松，全球人参 80%的交

易量在这里完成，每年交易量在 4 万吨至 6 万

吨之间。可以说，抚松人参已成为全球人参

产业发展的重要风向标。

近日，记者来到抚松，踏山林、走农户、逛

市场、访专家，感受到抚松人参产业正在高质

量发展道路上大步向前，在产业发展和生态

保护上力争实现更好兼顾。

下山上山

人参生长周期长，即便是完全由人工栽

培的园参也需要四五年时间才能长成。抚松

县人参栽培历史悠久，但随着国家天然林保

护工作的推进，为保护生态环境，当地在 10 年

前出台政策规定：不可再伐林种参，而是采取

非林地种植园参，实现人参下山。

除园参下山之外，在山林间培育的林下

参产业在当地也越来越受重视。

从抚松县老县城出发，向南行驶约 20 分

钟，便到了抚松镇李子行村。进山小路是一

条原生态土路，一边靠山、一边则是山谷，路

两旁的灌木枝条不时摩擦车辆沙沙作响。

未及半山腰，车停了下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长白山采参习俗）项目传承人、抚松

县关东绿色生态参茸有限公司董事长赵炳林

热情地招呼记者步行上山看他的林下参。

赵炳林从事人参产业已近 50 年。此前很

多年，他主要跟着师爷、师父“放山”采挖野山

参，积累起了一整套野山参采挖技艺，并在

2018 年 5 月获评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传承

人。最近十几年，随着国家对林业资源和生

态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强，野山参被纳入重点

保护植物范围，未经批准采挖野山参的行为

涉嫌违法。于是，赵炳林将更多精力放在了

发展和开发林下参方面。

“野山参往往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才长

成，数量有限。特别是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

进步，像原来那样去挖野山参难以持续，国家

出台政策保护野山参在情理之中。”赵炳林

说，发展林下参有利于野生资源恢复，有利于

人参产业永续发展。而且，通过人工撒种而

生长的林下参，在野生环境中自然生长，不移

载、不搭棚、不施肥、不打药、不除草、不动土，

十几年后，其品质不比野山参差多少。

正基于此，我国人参界大都把人工撒种

且中间不进行人工干预的林下参称为“籽货”

（与园参或山参幼苗重新栽入山林的“趴货”

相对应），将“籽货”林下参作为兼顾人参高品

质种植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种理想模式，且

业内大多把 15 年以上的“籽货”视同野山参。

今年夏季，吉林省降水较往年偏多，这对包

括林下参在内的所有人参都是一个不小的考

验。赵炳林说，人参既喜光又怕晒，既喜湿又怕

涝，因此他们在这片山林播撒人参种子时，特别

注意山的坡度和林的密度，以便给林下参生长

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不同于人工种植的园参

通常是四五年收获，林下参需要生长十几年乃

至几十年，因此其价格也远高于园参，一颗 20

年林下参可卖到一两千元乃至更多。

好参也离不开质量管控。在抚松县沿江

乡楞场村，成立于 2009 年的沿江林下参专业

合作社目前有成员 98 户，承包林下参参地近

2 万亩。该合作社负责人吴杰说，他们与外地

一家公司合作，给社里每一株林下参建立起

“电子身份证”，将撒种地点、撒种时间、种植

人、管理人、天气状况等信息都纳入溯源数字

库，输入相关编码，有关种植信息一目了然。

“这家公司和我们签订了销售合同，今年

将为我们最低销售 50 万元的林下参，明年最

低销售 300 万元，以后继续扩大销售量。有长

白山的绿水青山作基础，有质量溯源作保障，

合作双方都对林下参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吴杰说。

近年来，抚松县以建设国家“两山”实践创

新基地、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为统领，大力实

施生态强县、产业兴县、特色富县，稳步发展非

林地种参、大力发展林下参，努力建设中国人

参城。2021年，抚松县人参全产业链实现产值

190.93亿元，继续成为全县支柱产业之一。

去粗取精

收获季的抚松县万良镇人参交易市场，

一派忙碌景象。这个市场年交易额近 200 亿

元，占全球人参交易量的七八成，是国内最大

的人参交易市场。

尽管交易规模庞大，但人参质量管理没有

一丁点儿放松。“这里销售的园参每批都有检

测报告，有农残的根本进不了市场。而且，林

下参也都有第三方出具的鉴定证书，顾客在此

不用担心买到残次伪劣产品。”万良鼎参堂人

参市场管理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张国红说。

近年来，抚松县积极推进标准化基地建

设，制定发布人参加工技术规程等 19 项标准，

并积极开展有关科学实验，全力促进人参品

质提升。在此基础上，当地努力通过精深加

工增加产品附加值，目前已形成人参饮品、保

健品、化妆品、药品、食品五大系列 500 余种产

品，30 余种深加工产品被确定为省级及以上

名牌产品。

走进吉林肽谷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大厅里摆放的人参产品样品格外引人注意。

这家成立于 2012 年，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

体的企业，一直致力于小分子肽原料、功能食

品、化妆品研发，其“人参肽提取项目”获得吉

林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公司先后被评为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吉林省科技“小巨人”企业、

吉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吉林省“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

吉林肽谷生物副总经理丁金刚说，他们

以长白山 5 年生优质人参为原料，采用生物酶

解专利技术，提取堪比“黄金”的小分子低聚

肽，保留了人参中的三大活性成分——人参

肽、人参皂苷、人参多糖，并富含 18 种氨基酸、

微量元素等，做成了粉剂和含片，产品除了在

国内销售，部分还出口欧美。

在抚松县，发掘人参活性成分进而精深

研发相关产品的公司有不少。抚松县大自然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加工人参等特种

农产品为主的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业务以中药材提取、人参精

深加工、人参皂苷单体分离为主。目前，该公

司拥有 2 条人参皂苷单体分离线及保健食品

生产线，生产的以人参皂苷为主要成分的保

健食品畅销市场。

除了内服，抚松人参产品还发力外敷。

在中草集集团抚松县中草集参业有限公司的

旗舰店展示大厅，精华霜、乳液、美白露、面膜

等人参护肤产品价格从百十元到上千元不

等，展现出人参产业做大附加值的广阔前景。

该公司负责人郑祖朋带着记者徒步走向

旗舰店后方的小山，这里是他们的一个林下

参种植基地。经过一段丛林小径，半山腰陆

续出现林下参植株，有的三三两两，有的连成

一片。郑祖朋说，中草集护肤产品以长白山

人参产地为依托，从种植源头就严把产品质

量关，目前公司在抚松县有 3000 亩园参种植

基地、1500 亩林下参种植基地及人参加工厂。

作为国之瑰宝，长白山人参承载着振兴

国家中医药产业和打造吉林省千亿元级医药

健康产业的战略使命。当前，抚松县及其所

在的白山市正全面实施长白山人参振兴工

程，完善长白山人参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

营体系，努力实现该产业集群化、高端化、品

牌化发展，使其持续成为推动地区高质量发

展的支柱产业。

解困而生

走进赵炳林的“神农本草堂”，只见满屋

子的干人参、玻璃瓶人参酒、采参习俗展示。

这栋 1600 平方米的小楼，塞满了老赵几十年

保留下来的人参宝贝。说起野山参和林下参

的采挖故事与市场价格，他滔滔不绝。

赵炳林还是为林下参的市场应用忧心。

根据有关规定，参龄 5 年及以下的人参可入

食，5 年以上的人参归为药品管理类，以保障

药用资源等。“林下参价格高，药企不怎么收，

我们不得不将林下参按照农副产品出售。”赵

炳林说，当前有少数企业在用林下参制作化

妆品、面膜等，但总的来说，林下参产品市场

还不成熟，相当大一部分林下参以打粉、泡水

等方式食用了，还有些被人买了用作收藏。

赵炳林说，价高的林下参入药，会在一定

程度上抬高相关药品的价格，其中还涉及医

药配方调整和临床试验因素，需要一定的时

间。除了希望更多领域采用林下参做精深加

工产品，他还盼望有关部门对林下参在“食药

同源”方面给予更充分的考虑，为林下参发展

打开更大空间。

赵炳林的盼望迎来了回应。前不久，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共同

印发《关于支持吉林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提出 6 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在推进人

参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方面，《意见》提出，

加快推动将人参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管

理，进一步加快人参保健食品研发生产和成

果转化；在扩大人参申请新食品原料范围方

面，《意见》提出，加快推进扩大人参申请新食

品原料的范围，在保障药用资源的前提下，积

极助力人参食品产业可持续发展。

得知这些好消息，赵炳林格外高兴，特别

期待有关思路和建议能够抓紧推进，“哪怕两

年能见到进展，我也对公司 4 片山林的林下参

放心啦”。

在吉林农业大学中药材学院院长、研究

员、博士生导师王英平看来，《意见》有助于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参种植用地紧张的困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抚松县人参

良种繁育基地、规范化示范基地、长白山人参

品牌原料基地使用年限即将届满，没有接续

用地，影响下一步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政策

上不再允许伐林栽参，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也

不容突破，当地的园参参地保障值得考虑。

《意见》提出，在不破坏森林生态系统的

前提下，将人参种植模式重点转向林下仿野

生栽培和人工林下生态种植。王英平认为，

这是解决参地问题的一个可行思路，有利于

人参产业可持续发展。

人参种植用地紧张，既有土地供应方面的

原因，也有人参难以连作的因素。实践中，一

块地种过一茬人参后，不能接着种人参，而是

需要让地块休息，或者种其他相应作物调养土

壤。长春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陈长宝表示，如果能破解人参连作障碍问

题，也有助于缓解参地不足的难题。他认为，

可从“养地”“养参”“养菌”等方面采取举措，加

快土壤功能修复，破解人参连作障碍。

据悉，陈长宝带领的项目组已经在吉林

省的抚松、集安、辉南、昌邑 4 个县（市、区）建

立了 7 个验证示范地块，通过参地修复有关技

术举措的应用，保苗、防病等验证效果比较明

显。陈长宝表示，随着相关技术的进一步成

熟，人参连作障碍问题下一步应该会得到较

好解决，参地紧张困境也会随之缓解，人参产

业一定会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一 路 青 青 到 永 城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位于河南省最东部的永城市，素有“豫东

门户”之称，县域面积 2020 平方公里，水域面

积 132 平方公里，山地面积 16 平方公里。

永城是典型的因煤而兴的资源型城市，多

年前由于大量采煤形成了多处采煤沉陷区，生

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成为一块块难以掩盖的

“伤疤”。因煤而兴的永城，也因煤而困。

困境倒逼转型，探索赋能重生。为把“生态

欠账”转化为“生态红利”，该市解放思想、大胆

创新，有益探索出“采煤沉陷区治理、生态环境

修复、湿地景观开发”的综合治理模式，走出了

一条具有永城特色的绿色发展新路。

一处采煤沉陷区的“华丽转身”见证了永

城生态的“变迁过程”：数年前，位于城区的日

月湖采煤沉陷区道路断裂、房屋倒塌、污水横

流，一派苍凉的景象。2009 年，永城市委、市政

府积极求索、逆势破题，按照“既要治理好，更

要变废为宝”的理念，因地制宜，科学运作，多

元化推进采煤沉陷区生态修复。

“经过综合治理，这里满目翠绿，水天一

色，蝶变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省级湿地公园

建设试点，成为市民和游客休闲游玩的热门之

选。”日月湖文化旅游开发管理有限公司负责

人曹勇说，“白天鹅是水生态的‘观察员’，近年

来，日月湖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每年都会吸引

许多白天鹅和其他野生鸟类到此栖息。”

在永城市沱河北岸，同样有一处经过生态

修复成为市民“打卡地”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

治理工程——沱河湿地公园。和日月湖景区

一样，沱河湿地公园也是永城生态修复成果的

典型代表。

近年来，永城积极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全省率先启动“公园城

市”建设，切实把城市当公园打造、当客厅管

理。从国家园林城市到全国生态宜居城市，再

到全国绿化模范市、全国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

等一系列“国字号”亮丽名片一个接一个。

这一抹动人的“永城绿”，是美丽中国的生

动实践，是美丽中原的生态样本。截至目前，

永城城市建成区绿化面积近 2100 公顷，绿化

覆盖率 42.8%，森林覆盖率 41%，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 15.76 平方米，累计投资 60 亿余元打造的

“两湖四带一湿地 30 公园”的城市生态圈越做

越大，基本实现“300 米见绿、500 米见园”的生

态效果。

“村原处处垂杨柳，一路青青到永城。”明

代诗人李先芳途经永城留下的佳句，成为永城

如今生态环境的生动写照。

“下一步，我们将以生态为本推进全域旅

游，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并依托芒砀山

5A 级旅游景区、日月湖景区、水上森林公园等

旅游资源，加快构建大生态格局，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的生态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永城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高大立说。

期待科技创新带来能源变革

佘惠敏

近日出版的《自然》增刊“自

然指数—能源”，追踪和衡量了

82 本领先的自然科学期刊上“清

洁和可负担的能源”领域的科研

产出。“清洁和可负担的能源”是

联 合 国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之 七

（SDG7）。数据显示，2015 年至

2021 年，中国的 SDG7 相关研究

产出位居全球第一位，紧随其后

的 是 美 国 、德 国 、韩 国 和 日 本 。

中国清洁能源科研产出为何能

夺冠？

这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紧

迫需要。

中国的能源发展面临两大

问 题 —— 安 全 问 题 和 发 展 问

题。中国拥有丰富的化石能源

资源和可再生能源资源，但人均

能源资源拥有量远低于世界平

均水平。解决能源安全问题，需

要我们实现能源的自给自足，逐

步摆脱对传统能源的依赖。解

决能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

我们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以支

撑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人

类历史上，能源革命和工业革命

一直交互进行。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需要颠覆从工业革命

以来建立的以化石能源为主导的

能源体系，逐步转变为以非化石

能源为主导的能源体系。这样的

能源革命和工业革命本质上依赖

科技革命，也是我国清洁能源科

研产出大增的市场逻辑。

“份额（Share）”是自然指数

主 要 衡 量 指 标 之 一 ，2015 年 至

2021 年 SDG7 相关研究里，中国

“份额”增长超过 300%，增幅高达 324.1%，是该领域增长最

快的国家。在自然指数 SDG7 相关产出增长最快的 30 家机

构中，中国机构也占据主导地位，上榜的非中国机构只有瑞

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和印度科技学院，分别居于第 28 位

和 29 位。如此快速的增长，充分显示了相关需求的强劲。

这是中国新发展理念的坚定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创造性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我国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

题、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国能源禀赋偏煤，转型有困难的一面，但也恰恰可以

从低碳转型中获益更多。在转型过程中，我们要立足国情，

坚持稳中求进、逐步实现，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要立

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加新能

源消纳能力，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

这种理念选择的自主性也体现在科研选题的自主性

上。自然指数数据显示，法国、澳大利亚、西班牙和英国在

SDG7 领域发表的文章，80%以上都涉及其他国家的共同作

者。相比之下，中国是产出前 30 强国家中唯一一个非国际

合著文章多于国际合著文章的国家。

当然，绿色低碳发展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中国清洁

能源研究有自主选择，也重视国际合作。中国科学院与佐

治亚理工学院、清华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与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排名前三的机构间双边合作。中国

和美国、中国和澳大利亚、中国和新加坡则是排名前三的国

家间双边合作。

总之，中国清洁能源科研产出夺冠，是自主选择，也是

实际需要。期待科技创新带来的能源革命，为中国开辟发

展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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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 9 月 20 日，航拍下的河南省永

城市日月湖景区。孙海峰摄（中经视觉）

图图①① 挂满红色挂满红色种子的林下参种子的林下参。。 （（赵炳林赵炳林供图供图））

图图②② 在抚松县抚松镇李子行村的林下参种植基在抚松县抚松镇李子行村的林下参种植基

地地，，赵炳林正查看人参长势赵炳林正查看人参长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洪超马洪超摄摄

图图③③ 长白山人参化妆品产品长白山人参化妆品产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洪超马洪超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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