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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犁 河 谷 飘 药 香
本报记者 马呈忠

夏日的伊犁河谷满眼翠绿，

生机勃勃。在巩留县巴哈拜村的

一处农田里，移栽的甘草幼苗长势

良好。“伊犁河谷拥有良好的生态环

境，发展中药材产业优势明显。”新疆欣

嘉明远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药草种植基地

负责人丁学开正在准备指导农户开展药田

管理工作。

伊犁河谷水土光热资源丰富，是新疆重要的

中药材资源库，有耕地 800 多万亩，其中玉米约

362 万亩、中草药 29.92 万亩，巩留县、昭苏县、特

克斯县等依托资源优势，发展中药材产业势头

良好。

今年，新疆欣嘉明远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在巩

留县种植了 5000 多亩甘草、黄芪、柴胡等中药

材。“巩留县中药材种植长期以经验种植为主。

高质量发展中药材离不开规模化、标准化种植。

目前，公司正在推进中药材 GAP 基地建设，探索

形成适合当地气候条件的标准化中药材种植流

程。”丁学开说，公司将在巩留县形成企业负责中

药材托底收购、种植技术支持和育苗工作以及农

户负责种植的协作方式，从而实现多方受益。

在新疆欣嘉明远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占地 150

亩的加工厂区内，多种中药材被加工成饮片。“公

司正在申请食品许可证，准备开发代用茶等产

品；同时计划建

设提取车间，不断丰富

中药材产品。”该公司行政总监刘红说。

目前，新疆欣嘉明远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在巩

留县形成了从中药材种植、加工到销售的业务覆

盖。“公司在发展中草药种植过程中，带动更多农

牧民参与中药材的种植、采收等环节，每年的人

工劳务支出费用约 600 万元。中药材种植标准

化体系的形成，可以带动农牧民种植中药材面积

达 3 万亩。”刘红说。

中药材的引种、育苗、驯化等工作是规模化、

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基础。近些年，巩留县打造了

占地面积 305 亩的“天山药谷”种植示范区。“现

在药谷内共试验种植了六大类 150 余种中药材，

智能温室繁育药苗总计 85 个品种 259.84 万株，

保有种子资源 91 个，为巩留县药材种植规范化

种植、标准化生产、规模化发展提供了支撑。”巩

留县农业农村局种子管理站站长孙亮说，现在药

谷已完成了黄芪、防风、白术、丹参、板蓝根、甘草

等常规中药材的规范种植流程。

巩留县是新疆伊犁贝母、红花等中药材优势

种植区。近年来，当地依托资源优势与种植传

统，实施中草药材振兴工程，编制了《巩留县中药

材产业发展规划（2023—2027 年）》。目前，全县

种植药材面积达 10 万亩，预计“十四五”时期末

实现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20 万亩。

巩留县振兴中草药产业是伊犁哈萨克自治

州依托良好生态环境、打造中国西北地区重要的

大宗原料药产业基地的缩影。当地在巩固提升

传统中药材产业发展优势的同时，加大引进培育

发展现代生物医药产业力度，生物医药产业规模

化发展势头强劲。

在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伊宁园区的新疆瑞

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地产玉米淀粉为原料，

经过现代生物技术发酵赋能，产出了核苷、核苷

酸以及饲用、食用和药用优质氨基酸、新型生物

医 药 等 高 附 加 值 产 品 ，地 产 玉 米 实 现“ 身 价 ”

倍增。

“2023 年 8 月公司正式投产，现在生产线处

于满负荷生产状态，可年产腺苷 3000 吨、鸟苷

3000 吨，预计今年年产值可达 2.4 亿元。”该公司

总经理助理刘成林说，伊犁作为新疆玉米主产

区，为企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加之在园区

享受的各项优惠政策，一年可降低成本 2600 余

万元。为进一步延长产业链，该企业即将开工建

设的二期项目以腺苷和鸟苷为原料，加工附加值

更高的腺嘌呤和鸟嘌呤产品。

当前，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正在构建以生物医

药为核心，以中药材种植、中药饮片加工、中药制

剂生产、生物医药研发等为重点的产业链。2023

年 ，州 直 生 物 及 生 物 医 药 产 业 规 模 以 上 企 业

9 家，生物及生物医药工业总产值 75.37 亿元，同

比增长 27.34%。

以企业为主体的医药创新体系正在形成。

目前在生物医药领域，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创建国

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1 个、自治区级工程技术中心

3 个，设立了新疆合成生物学产业创新研究院；在

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的专利达 103 项，已获授权

55 项。

该州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丰红

星表示，将继续坚持创新驱动，依托生物资源优

势和生物医药产业基础，加强技术研发和成果转

化，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方向发展，促进生物医药产业与其他产业深度融

合，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善用民俗升级民宿

拓兆兵

近年来，我国民宿

经济发展迅猛，为文旅

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

入了新的动能。民宿以

不同于旅馆和饭店的特

质，让游客体验当地自

然、文化与生产生活方

式，感受当地风情及民

宿主人的热情与服务，

受到游客欢迎。但经过

一段时间快速发展后，

部分民宿凸显出不少短

板和问题，唯有升级才

能迎来新的发展。

民 宿 如 何 更 好 升

级？可善用民俗。

比如，硬件上充分

体现地域特色。民俗是

民间文化的一部分，可

以简单概括为民间流行

的风尚习俗，是在一定

时间和空间下形成的具

有 一 定 特 质 的 文 化 类

型，是不同文化群体基

本标识。善用民俗能够

充分彰显地方特色，保

持民宿吸引游客的独特

性和新鲜度。民宿在建

筑形制、室内外设施、环

境打造方面要用足地方民俗元素。同时，要匠心独运，

防止同一地域民宿千篇一律。

再如，软件上可以活用非遗。根据民俗学的分类，

民俗涵盖了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非遗是先辈

通过日常生活运用而留存到当下的文化精神财富，如

农耕传统、制作美食、绣花技艺等。民宿适当引入非遗

并进行创新性展示，不仅可以增强游客体验感，丰富旅

游业态，升华旅游品质，让民宿更具文化内涵，而且可

以提升餐饮、住宿等服务水平，推动传统文化遗产融入

现代生活，绽放绚丽光彩。

可喜的是，近年来，在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民宿

经济蓬勃发展，民俗挖掘整理工作也如火如荼，各地文

旅部门会同高校院所大力挖掘整理活化当地的民俗，

尤其是非遗。一些高校院所的美术、音乐、建筑、旅游

等专业人员直接参与了一些民宿的建设，将民俗与民

宿有机融合，使民宿升级有了质的飞跃，涌现了黄河宿

集等一大批优质网红民宿。

民宿与民俗有机结合，具有发展富民产业、传承优

秀文化等多重积极意义。当前，民宿经济方兴未艾，草

原民宿、沙漠民宿、高山民宿等新兴特色民宿为消费者

带来更独特的体验。要高度重视文化赋能作用，进一

步形成网红民宿特色乡村文化 IP，增强市场转化发展

活力，努力形成产业融合和流量经济叠加的发展新

优势。

当 好 振 兴 领 头 雁
本报记者 王金虎

□ 本报记者 马洪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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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巩留县科技示范园智能温室里，工人在培育中药材幼苗。 孔庆平摄

近日，重庆丰都县武平镇香葱种植基地正在进行喷灌作业。近年来，当地通过实施共富农场

项目，规模化发展香葱基地近 2000 亩，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林登周摄

长白山努力迈向世界顶级旅游目的地
长白山是东北地区第一高山，这里原始森

林茂密，物种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

障。今年 3 月，长白山世界地质公园经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批准被列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

录，填补了吉林省世界地质公园领域的空白。

在近日举行的吉林省旅游发展大会上，长白山

世界地质公园正式揭牌。

作为吉林省最大的文旅 IP，长白山对国

内 外 游 客 有 着 巨 大 的 吸 引 力 。 数 据 显 示 ，

2023—2024 年雪季，长白山景区接待游客 72

万人次，比 2018—2019 年雪季增长 164.3%，冰

雪旺季日均接待量超万人次，创历史最高水

平。今年“五一”假期，长白山景区接待游客同

比增长 119.32%。

近年来，长白山有关部门不断擦亮“长白

天下雪”品牌，在看天池、赏森林、滑粉雪、泡温

泉等传统游玩项目基础上，积极为游客探索新

玩法。在长白山景区北面的二道白河镇，一条

长约 300 米的云顶市集前不久正式开集。在

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品尝地道的长白山小吃和

购买文创产品，还可以欣赏有趣的才艺表演，

体验朝鲜族传统打糕技艺等民俗。

走进长白山雪绒花娱雪乐园，只见一对对

新人正在“长相守 到白头 山为证”的文旅

字牌下拍婚纱照。作为一家以浪漫为主题的

娱雪乐园，雪绒花娱雪乐园不仅为冬季前来的

游客准备了打雪仗、玩雪滑梯、吃雪地火锅等

游玩项目，还有驯鹿、羊驼等小动物与游客亲

密互动。

“坐在这里的草木材质遮阳伞下，与三五

好友一起喝喝茶、聊聊天，看着不远处的新人

们拍婚纱照，太惬意了。”在雪绒花娱雪乐园的

“围炉煮茶”区，来自松原市的李丽娜一边品

茶，一边欣赏美景。

夜幕降临，在长白山北景区传奇小镇，大

型室内沉浸式文旅演艺《粉雪传奇》开始了演

出。走过一段正在“下雪”的之字形通道，二

楼四面墙的壁龛中，演员们在灯光的切换下

轮流表演故事情节。虚实交融的精彩场景，

光影与音乐包围的奇幻世界，让游客看得如

痴如醉。

作 为 东 北 地 区 首 个 大 型 沉 浸 式 旅 游 演

艺 项 目 ，《粉 雪 传 奇》以“ 守 山 人 ”守 护 长 白

山 为 故 事 题 材 ，展 现 了 长 白 山 粉 雪 之 魅

力 。 该 剧 制 作 人 、总 导 演 裴 歆 悦 介 绍 ，《粉

雪 传 奇》历 经 3 年 打 磨 ，打 破 了 原 有 镜 框 式

舞 台 思 路 ，让 人 能 深 层 次 领 略 长 白 山 景 象

与文化内涵。

“我们将以世界地质公园为有力抓手，坚

持生态第一、保护优先，将长白山建设成为避

暑休闲、冰雪旅游、温泉康养、生态文化、山地

运动胜地，打造‘两山’理念试验区和样板式开

发区，努力向世界顶级旅游目的地迈进。”长白

山保护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高飞

表示。

以长白山为龙头，吉林省立足于“一山一

水一通道”，正加快打造万亿元级大旅游产业

集群。去年 10 月印发的《吉林省旅游万亿级

产 业 攻 坚 行

动 方 案（2023—

2025 年）》提 出 ，实

施“ 冰 雪 丝 路 ”创 新 先

导 区 建 设 行 动 、森 林 资 源 转 化 行

动、“引客入吉”行动、交通便利化行动等 16

项重点行动，力争 5 年内实现万亿元级旅游

产业目标。

在近日举行的吉林省旅游发展大会上，

《大长白山区域旅游发展规划》《松花江流域

（吉林省段）旅游发展规划（修编）》《吉林省沿

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旅游发展规划》3 份规划集

中发布。

据悉，《大长白山区域旅游发展规划》涵盖

重塑发展格局、构建核心吸引物体系、优化产

品供给、构建服务体系、树立国际品牌、强化支

撑体系、健全保障措施等内容，提出全力将大

长白山区域打造成为展现千里长白江山、万年

史诗画卷的世界顶级旅游目的地。该规划称，

将坚持圈际统筹、圈内整合，探索大长白山区

域“核心圈—联动圈—协作圈”的旅游发展模

式，形成以长白山为核心引领的大长白山区域

旅游空间格局。

为实现这一规划目标，由长白山管委会、

延边州人民政府、白山市人民政府和吉林长白

山森工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的大长白山区

域旅游创新发展联盟于近日正式成立，并达成

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打造大长白山 IP，维护大

长白山品牌。

“吉林省生态资源、旅游资源得天独厚，近

年 来 培 育 了 一 大 批 旅 游 IP，引 爆 了 旅 游 市

场。未来，我们将深挖潜力，凸显特色，深入实

施品牌聚能计划，打造更多以长白山为代表

的吉林旅游 IP，让吉林成为名扬天下的避暑

胜地、滑雪天堂、世外桃源、关外福地。”吉林省

委书记景俊海表示。

盛夏时节，位于山东济宁泗水县泗河岸的

西曲泗村、崔家庄等数十个西瓜专业村迎来丰

收。泗水富华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吕峰等

人 忙 着 同 外 地 客 商 和 本 地 瓜 农 沟 通 ，促 成

交易。

吕孝东是山东省人大代表，10 年前创办

的泗水富华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先后吸纳社

员 398 户，辐射周边 20 多个村庄，西瓜种植面

积达 5600 亩。该合作社常年聘请山东农科

院、山东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作为

技术后盾，推广应用西瓜种植最新技术，其带

动发展的“泗河源”西瓜成为区域品牌，西瓜亩

产值保持在 1 万元左右。

从空中俯瞰圣水峪镇南仲都村，一排排

依地势而建的草莓大棚错落有致。每到草莓

采摘季，这里游人如织。“我们依托青岛农业

大学所属的青岛佳垦农业服务公司专家团

队，为社员提供草莓种植技术保障，亩均收益

四五万元。”泗水县圣都草莓种植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济宁市人大代表姚洪远说，他们是党

支部领办的合作社，采取“村集体+合作社+

农户”模式。草莓成了村里的支柱产业，年产

值达 1300 万元。2023 年，该村人均纯收入达

29600 元。

近年来，泗水县推动省、市、县、镇四级人

大代表当好乡村振兴路上的“领头雁”。为提

升代表参与乡村振兴的能力水平，更好地助力

乡村全面振兴发展，该县人大常委会定期组织

开展代表履职能力培训、组织代表调研，适时

开展“送法律法规、送惠民政策、送信息技术、

依法监督”等代表小组活动。同时，着力打造

乡村振兴特色人大代表联络站，引导与农业

发展相关的代表进站，成立农业农村专业人

大代表小组，经常邀请各级农业技术专家到

村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积极为农业产业

化发展提供技术、政策、品牌创建等服务。目

前，在泗水县有 100 余名涉农的省市县镇人大

代表扎根乡村，他们发挥自身优势，为做大做

强特色产业链条、带领乡亲致富发挥了重要

作用。

6 月 15 日，在长白山雪绒花娱

雪乐园，游客与驯鹿互动。

本报记者 马洪超摄

长白山天池景区长白山天池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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