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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林海，物华天宝，千百年来流传着许
许多多动人的故事，“老把头”放山的号子仿
佛回响于耳边，人参姑娘、人参娃娃的故事家
喻户晓。关东宝地，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就质
量而言，吉林人参在国内首屈一指，“国参故
里”的美誉当之无愧。

在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
全省各地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破解人参产业
高质量发展堵点难点，采取务实管用措施，切
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让人参产业
赋能发展。

组建专班，合力推动产业发展

作为吉林人参主产区，集安市以清河国
家人参特色小镇为重点，聚焦种植、加工、流
通、融合等环节，扎实做好“优质林地、优良种
源、优化管理、优品战略、优先发展、优势产
业”文章。市政府成立林下山参产业高质量
发展工作专班，正在组建人参产业发展服务
中心，以统筹各方力量，推动人参产业发展。

抓种植。完成《林下山参种植产业发展
规划》初稿编制，开展留存林下山参普查，已
完成总量的63%。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矢
量数据已重新编辑完成。与中国农科院特产
所就高端林下山参感官鉴定达成合作，正在
与省市场监管厅沟通，为人参检测中心争取
林下山参感官鉴定资质认证。溯源系统“一
参一码”已上线测试，数字化平台正在优化。

强加工。组织边合区、工信等部门，加大
企业培育、招商引资和“产学研”对接力度。
清河人参高新技术产业园投入使用，园区红
五味生物获得林下山参系列食品批号25个，
部分产品已上市销售；万森生物正在研发野
山参冻干粉、野山参鸡汤、人参月饼等产品，
订单已超过2000万元。

重流通。开展林下山参专区专柜化、标
签化管理，全市 377户线下从业主体实现专
区专柜销售，实行“一货一签”，明码标价。紧
盯“假认证、假产品、假宣传”开展监督检查，
共缴获伪造认证证书 2607张。依托澳洋野
山参交易市场信息网，打造市场交易数字平
台，拓宽人参销售路径。

促融合。着手研究“林下山参+旅

游”课题，促进林下山参、旅游两大优势产业
相互赋能。目前，正在推进仙参谷旅游景区
建设，该项目兼具文化体验、生态观光等多种
功能，现已完成景区观光路、游客休息区等基
础设施建设。竣工运营后，游客可参与寻参、
采参过程，体验人参文化无穷魅力。

抢抓机遇，推进三产联动发展

通化县紧紧抓住全省推进人参产业高质
量发展机遇，围绕通化市人参产业千亿级发
展目标，确立“一产增量、二产增质、三产扩
销”发展思路，做足做好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
各项“功课”。

抓增量，做好林下山参种植文章。严格
林下山参仿野生种植审批流程，把好“好土”

“好林”种好参的林下山参种植关，有效管控
林下山参种植乱象。依托国有企业林地优
势，选取林下山参繁育基地500亩，与农大科
研团队合作，以“二马牙”作为主要种源进行
优选繁育。做大做优林下山参种源基地，将
1.76万亩10至15年的林下山参，作为近期重
点培养的基地建设。对已选定的林下山参种
植基地，加大道路、电力、通讯、监控、电子围
栏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用科技推动林下山
参种植基地高质量发展。

抓增质，做好精深加工文章。着力培育
吉林鑫业林下山参冻干粉精深加工企业，现
已完成人参冻干粉保健食品生产许可的上报
审批工作。梳理摸清全县林下山参深加工企
业和产品情况，有针对性地再培育2至3户深
加工企业，实现二产“质”的提升。

抓扩销，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在严格规
范快大人参交易市场经营管理秩序的同时，
加快林下山参线下交易平台建设，将快大人
参交易市场原有的展示场所改造为长白山通
化林下山参线下展示体验店，依托杭州正京
元300余家连锁药房的优势，采取直营方式，

将通化林下山参销往浙江省主销区；在线上，
依托京东、淘宝、天猫等知名互联网电商平
台，注册成立长白山通化林下山参品牌官方
旗舰店，形成林下山参高质量营销的互联网
专有平台。

保护种源，促进产业永续发展

在“中国野山参之乡”辉南县，一提起野
山参专家曹发，可以说是声名显赫。37 年
来，他历尽艰辛，潜心研究探索人参野植技
术，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他还发起组建了
辉南县龙岗山参种植专业合作社，林下参协
会，为林下人参产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保护人参种源，确保产业永续发展。这
是曹发的不变信念，30多年来，他钻深山、进
密林，探寻人参林下栽植的“奥秘”，取得了令
专家教授称赞的科研成果。2016年，被省有
关部门评为高级农技师。2020年，被中国林
学会聘为乡土专家，2023年被吉林省人参协
会评为“传承人老把头”。

1987年，曹发承包700亩林地，开始人参
野植的探索。当时，由于不懂技术，又找不到
任何资料，参苗的成活率很低……为了攻克
技术难关，他潜心观察实践，不断钻研改进人
参野植技术。同时，多次去吉林农业大学、左

家特产研究所，向专家、教授学习请教。历尽
艰辛，他终于掌握人参野植的关键技术，并根
据实践过程，撰写了多篇论文，为推广人参野
植技术献计献策。2009年，他发明的“林下
山参种植方法”，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秉持这一理
念，曹发牵头成立了辉南县龙岗林山参种植
专业合作社，现在已有 33户参农加入，种植
林下参4万余亩，其中10年以上的林下参1.7
万亩。合作社林下参种植基地每年吸纳当地
剩余劳动力 12人，从事日常管护，他们足不
出村就有了工资收入。为了让林下山参种植
技术惠及更多种植户，在通化市三县二区举
办技术讲座200多次，4000多人次聆听授课，
为各地发展林下山参种植注入了动能。

“东风”拂面，“参”景更好。获悉省委、省
政府高度重视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消息
后，曹发特别高兴：“有了省里的好政策，人参
产业发展的春天来到了。”同时，他建议：“发
展林下参，应该调整林业相关政策，只要不破
坏资源，不造成水土流失，就允许多种植林下
参；建立林下参档案，制定企业标准，林下参
销售要有溯源条码、地理标识；打击制假售假
的行为，让消费者放心购买；加大力度保护林
下参种源，打造中国自己的人参‘芯片’”。

满眼生机争日新
——通化地区林下人参种植发展观察

潘宜芹 王琳琳 本报记者 吴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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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把头”进行传统采挖

公告
产权人：王世保 身份证号：

220322196610260030不慎将梨
树县胜利一期小区10号楼1单
元1103室的回迁入住通知单丢
失。
特此声明

2024年9月13日
不动产继承公告

申请人：褚大光 身份证号：
220322199001287135。对坐落
于梨树县金山乡崔家岗字村五
组的不动产申请办理继承登
记。规划用途:农村宅基地。面
积 98平方米。现根据《不动产
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和《不动产登
记操作规范（试行）》之规定，对
该申请进行审查并予公告。如
对该申请有异议，请自本公告
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
书面材料送达我机构。逾期无
人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
的，我机构将予以登记并颁发

《不动产权证书》。
特此公告。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
梨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邮编：
136500

联系电话：0434-5252018，
5252002

梨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4年9月13日

不动产继承公告
申请人：李长革 身份证号：

220322196706270014。对坐落
于梨树县西街文礼小区 E1 号
楼 4单元 107室的不动产申请
办理继承登记。规划用途:住
宅。面积 75.98 平方米。现根
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
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和《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
行）》之规定，对该申请进行审
查并予公告。如对该申请有异
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
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达
我机构。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
者异议不成立的，我机构将予
以登记并颁发《不动产权证
书》。
特此公告。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
梨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邮编：
136500

联系电话：0434-5252018，
5252002

梨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4年9月18日

不动产继承公告
申请人：李淑荣 身份证号：

220322193903300047。对坐落
于梨树县西街胜利小区（一期）
S9.10号楼 2单元 606室的不动
产申请办理继承登记。规划用
途:住宅。面积 88.83平方米。
现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和《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
（试行）》之规定，对该申请进行
审查并予公告。如对该申请有
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
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送
达我机构。逾期无人提出异议
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我机构将
予以登记并颁发《不动产权证
书》。
特此公告。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
梨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邮编：
136500

联系电话：0434-5252018，
5252002

梨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4年9月19日

声明
靖宇县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在中国农业银行靖宇县支行开

立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2462000057203，账号:
9210010400009593)丢失，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靖宇县华正冷鲜肉大厦店

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