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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槌！”喊着口号、系好红绳，参农开始

采挖。眼下，吉林省长白山区，大量坚实、皮

色褐黄的人参正在收获，采参的习俗成为一

道丰收的风景。

目前，吉林省人参产量占全国总量 60%
左右，这也反映出吉林人参产业在全国举足

轻重的地位。

坚持规范化种植、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

营，大力培育人参龙头企业，着力创建人参产

业集群，吉林正努力把人参产业打造成为千

亿级优势产业。

提供专业指导，推广规
范种植

“ 这 一 片 是 种 了 5 年 的 参 ，今 年 就 收 获

喽！”走进白山市抚松县北岗村，平坦的参地

紧邻农田，地上长着及膝高的参苗。半蹲身

子，参农朱华英采出一株手指大小、胖乎乎

的参。

“咱们种参的方式一般分为两种：跟平地

种庄稼一样，咱们叫园参种植；在林间播种，

参苗纯自然生长的林下参，基本等同于野生

的山参。”朱华英介绍。

2021 年，吉林省全省园参种植面积超 14
万亩，鲜参产量 3.89 万吨，林下参种植面积约

126 万亩，产量 764.35 吨，参业综合产值超 600
亿元。

“林下参主要交给自然孕育，园参却需要

保育、用药、防病……”早年种参，朱华英和其

他参农一样，技术主要靠相互交流、自发摸

索。随着市场对农残、重金属等各项检测的

标准越来越精细严格，朱华英也经历了一段

时间的不知所措。“要是不达标，参就卖不上

价，几年都白忙了。”

几年前，在政府的牵线搭桥下，朱华英

找 到 了 新 的 帮 手 。“‘ 参 王 ’走 进 咱 的 参 地 ，

情 况 就 变 了 。 前 两 天 还 来 一 趟 呢 ，提 醒 咱

防冻害。”

朱华英口中的“参王”，是 2015 年成立的

吉林参王植保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结合人参

标准化种植需求，为参农制定全面的种植方

案 。“ 提 供 绿 色 农 药 和 化 肥 ，技 术 指 导 全 过

程。咱这老‘参把式’也得接触新技术啊。”如

今，朱华英不再害怕检测。人参有了质量保

障，不仅价格走高，还吸引了企业的订单。“有

了‘参价’，咱才有了身价。”朱华英打趣说。

像朱华英一样的参农，走出种参的困境，

正是得益于吉林省引导人参产业规范发展、

推动标准化种植的努力。

到“十三五”末期，吉林省制定了人参领

域国家标准 15 项，地方标准近 50 项。在国家

登记并推广应用高效低残留农药 41 种。同

时，全省各地引入第三方服务企业，为参农提

供标准、绿色的种植方案。

吉林省于 2016 年组建长白山人参种植联

盟，通过搭建标准化种植基地，服务小农户规

范使用农药，科学种植，实现品质和产量的

“双赢”。目前，吉林省园参种植标准化正走

向全覆盖，吉林省园参平均单产从过去的每

平 方 米 1.6 公 斤 提 高 到 2.0 公 斤 ，优 质 率 达

75%以上。

完善流通体系，调节市
场供求

一大早，抚松县万良镇的长白山人参市

场里里外外就热闹起来。

交易大厅外面是条商业街，走进一家小

店，年轻的店主董馨正打包一株干参。“干参、

鲜参、加工品都卖，量没市场大，但全年有活

儿。”董馨告诉记者。

拐个弯进入 1.68 万平方米的交易大厅，

微苦发涩的人参香气扑鼻而来。“早上五六点

就开始交易了，鲜参娇贵，温度一高就容易

干。保品相，趁早卖，这是传下来的习惯。”69
岁的老摊主公方兴坐在板凳上，扯着嗓门说。

上世纪 90 年代，面积大、参农多、交通便

利的万良镇，逐渐形成人参交易的集散地。

目前全镇从事人参种植及季节性加工经销的

农户 4000 多户，带动周边市、县 10 万多农户

从事人参相关产业。

在人参交易旺季，长白山人参市场每天

交易人数超过 3 万人次，年人参交易量 4 万—

5 万吨，年交易量占全国人参交易量的 80%左

右，年交易额达 80 亿元。

“2019 年起，在政府的支持下，我们陆续

引入了质量检测、快递物流等配套服务。让

自发的老市场跟上需求的新变化。”长白山人

参市场经理郑军介绍。

一边是自然形成的人参交易市场加快接

轨现代化，另一边则是人参现代产业园依托

后发优势快速发展。

在万良西南方向、近 200 公里外的通化市

通化县快大人参产业园里，现代化恒温冷库

颇具气势，交易市场宽敞明亮，加工企业紧邻

布局。快大人参产业园正形成集种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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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为商户提供仓储服务，在人参价格

走低时收储人参，以保持人参市场稳定。”通

化快大人参产业园总经理刘宸曦说。

目前，吉林省不断完善人参流通体系，重

点支持通化快大、抚松万良、集安清河和延边

鹏程四大人参市场建设，同时加快建立长白

山人参电子交易中心。“完备的流通体系有助

于调节市场供求，稳定原料人参生产和经济

效益，保证人参市场价格相对稳定。”吉林省

参业协会会长吴兴宏表示。

培育市场主体，推动多
元开发

走进抚松县工业园区。机器轰鸣，几十斤

干参被倒进产线，极细的淡黄色粉末缓缓流

出。“这是提取后的园参粉，可以做成冲剂、护

肤品。”国药肽谷有限公司董事长宗树伟说。

2012 年，宗树伟回乡创业，主攻人参成分

提取。2014 年，公司的人参肽提取技术获国

家发明专利。2017 年，产品从实验室走进市

场。如今，国药肽谷每年购入干参原料 50 吨

到 80 吨，年产值不断增长。

精深加工，除了让食用更便捷、可量化，

也显著提高了人参附加值。“人参不能一直卖

成萝卜价，基础好，更要发展好。”宗树伟说。

2020 年，抚松县制定人参医药产业投资

优惠政策，为入驻园区的人参医药加工企业

提供绿色通道、工业生产要素配套、土地奖补

等优惠扶持。

据统计，“十三五”期间，吉林省人参原料

的精深加工转化率由 8%上升到 21.3%，精深

加工产值由 91.3 亿元上升到 160.7 亿元，占人

参加工产值的 59%，较“十二五”末增长 26 个

百分点。

目前全省已开发生产人参食品、药品、保

健品、化妆品、生物制品五大系列 1000 多种产

品，实现了人参的全株开发利用。一批人参

的精深加工企业逐渐成长，得益于精深加工

能力的提高，2015 年到 2021 年，人参产业综

合产值增长 30.3%，达到 600 亿元。

活跃的市场主体是产业发展的基础。近

年来，吉林省先后在抚松、通化、延吉等地建

设成 9 个人参产业园区，完成投资超 150 亿

元。同时，推动龙头企业和产业链中小企业

加快发展，优化人参市场主体服务，促进人参

产业转型升级。

今年，吉林省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全省

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随后，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等 6 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支持

吉林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一系列

支持政策的出台，让吉林人参产业的发展有

了更加明晰的路径。

吉林省提出将人参产业作为农业新兴支

柱产业。到 2025 年，全省人参产业总产值达

800 亿元，一、二、三产业产值占比分别达 7%、

50%、43%。人参新品种选育、高效种植、精深

加工等关键技术实现新突破，人参种植、加

工、仓储流通等方面关键短板基本补齐。制

修订林下参种植相关标准，同时开展林下参

相关区域品牌建设，打响产品品牌。

规范化种植、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

吉林推进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朱思雄 祝大伟 刘以晴

核心阅读

吉林省人参产量占全国
总量 60%左右。作为优势
特色产业，人参产业的高质
量发展不仅关系着众多参农
的钱袋子，也是推动吉林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吉林坚持规范化种植、标准
化生产、产业化经营，通过培
育龙头企业、创建产业集群
的形式，努力把人参产业打
造成为千亿级优势产业。

■经济聚焦R

本报成都 11月 13日电 （记者王明峰）日前，记者从四

川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 1 月至 10 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 160 个共建重大项目，共完成投资 1889.5 亿元，为年度计

划值的 103%。截至 10 月底，160 个重大项目中已有 157 个

开工。从领域来看，公共服务项目投资速度一马当先。今

年前 10 个月，公共服务项目共完成投资 76.8 亿元，年度投

资完成率达 201.6%。而从投资金额来看，前 10 个月完成

846.1 亿元投资的现代产业居于领先位置，年度投资完成率

已达 116.2%。

在此背景下，不少重点项目已建成或投用。目前，泸州

至永川高速公路全线通车，三星堆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

区（一期）项目主体工程完工。

截至10月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157个共建重大项目开工

本报南昌 11月 13日电 （记者周欢、赵永新、侯琳良）12
日至 13日，2022世界 VR 产业大会在江西南昌举行，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3000 名行业专家、企业家等参加大

会。大会共签约项目 107个，签约金额达 716.67亿元。

本届大会以“VR 让世界更精彩 VR 点亮元宇宙”为主

题，围绕元宇宙、产业链供应链、文化旅游、职业教育、工业制

造、关键共性技术等主题，设置了多场论坛，还举行了 2022
世界 VR 产业暨元宇宙博览会、中国国际通信电子产业大会

暨消费电子博览会、虚拟现实产业创新大赛决赛等活动。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组建的国家虚拟现实创新中心正

式揭牌。该中心是我国重点打造的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

新联合体，由南昌虚拟现实研究院联合青岛虚拟现实研究院

共同组建，将聚焦制约我国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

术难题，打造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赋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

2022世界VR产业大会举行
国家虚拟现实创新中心揭牌

本版责编：沈 寅 白之羽 林子夜

本报北京 11月 13日电 （记者赵

展慧）记者从证监会获悉：《关于支持

中央企业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的通

知》日前发布，旨在进一步健全资本市

场服务科技创新的支持机制，发挥中

央企业科技创新的引领示范作用，促

进科技、资本和产业高水平循环，引导

各类金融资源加快向科技创新领域聚

集，更好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通知》主要内容包括：一是通过

优化市场服务运行机制、监管考核标

准、融资决策程序等方式多措并举支

持中央企业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并积极支持中央企业开展数

据中心、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型

基础设施领域 REITs 试点，促进盘活

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二是鼓励中

央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同时将募集资

金通过权益出资、供应链金融、园区孵

化 等 途 径 带 动 中 小 企 业 创 新 协 同 发

展；三是增强证监会与国资委在规范

与服务中央企业科创融资等方面的政

策协同，形成引导金融资源向科技创

新领域聚集的合力。

近年来，证监会积极推动构建科

技 创 新 企 业 全 生 命 周 期 债 券 融 资 支

持体系。2017 年，推出创新创业公司

债券，拓宽初创期、成长期企业的融

资渠道；2021 年，开展科技创新公司

债券试点，将支持对象拓展到成熟期

企业转型升级等领域；2022 年，推动

科技创新公司债券试点转常规，将创

新 创 业 公 司 债 券 纳 入 科 技 创 新 公 司

债券统筹管理，并进一步完善发行主

体、资金用途、信息披露和配套安排

等制度措施，发布有关业务指引。

截至目前，科技创新公司债券共

支持 130 多家企业融资近 1400 亿元，

主要投向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高端制

造等前沿领域，助力科技成果加速向

现实生产力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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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天津 11月 13日电 （记者靳博）空中客车

公司日前宣布在其位于天津的空中客车 A320 系列

飞机亚洲总装线投产首架 A321 飞机，并计划于明年

初交付。今年 8 月，空客天津总装线正式进行 2008
年以来的首次适配升级，已具备 A321 飞机的生产及

交付能力。

位 于 天 津 的 空 中 客 车 A320 系 列 飞 机 亚 洲 总

装线于 2008 年启用，是空中客车公司在欧洲以外

的 首 条 民 用 飞 机 总 装 线 。 自 2009 年 交 付 首 架

A320 飞 机 至 今 ，该 总 装 线 已 经 成 功 运 营 超 过 14
年，总装交付 600 多架飞机。

图为 A321 飞机上线开始总装。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摄

空客天津投产
首架A321飞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