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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记者来到吉林省延边朝
鲜族自治州和龙市八家子镇，放眼望
去，一栋栋身披黑色防晒网的桑黄种
植大棚整齐排列。走进大棚，一个个
棕色的桑黄菌椴好像等待检阅的队
伍，横平竖直地站着；俯身观瞧，一
朵朵黄褐色的桑黄破袋而出，争相探
出头来。

桑黄是一种生长在桑属植物树桩
及树干上的多年生大型真菌，其子实
体呈黄褐色、扇面状，长得有点像人
的耳朵，《神农本草经》 就称之为

“桑耳”，当地人则戏称“桑树上长出
金耳朵”。研究表明，桑黄具有防癌
抗癌、提升免疫力的作用，此外还具
有清热解毒、止血、抗炎消肿、调节
免疫系统和抗氧化的功效。

“桑黄是一种药用价值非常高的
中药材，素有‘森林黄金’的美誉，
是生物抗癌领域药效非常好的药用
菌。”在大棚里，吉林桑黄生物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桑黄研究院院长
刘杰一边查看桑黄长势，一边介绍，

“这朵桑黄不同层次颜色不同，外围
这圈浅黄色的是今年春天以后才长出
来的，里面浅咖色的部分是去年长出
来的，所以根据桑黄不同的颜色层次
就可以判断出它的年龄。”

近年来，和龙市秉承绿色发展理
念，依托生态环境资源优势，按照

“政府引导、企业经营、农户参与”
的发展理念，整合全市资源，调动全
社会力量，大力发展桑黄种植产业。
如今，长白山桑黄已经实实在在成为
农民致富、乡村振兴的生力军，在

“企业+基地+村集体+农民”的经营
模式下，带动着当地农民增收的同
时，为中药材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驯化野生种源
培育“森林黄金”

见到吕文芳的时候，她正忙着给
每个种植大棚开闸放水。穿行在一排
排错落有致的桑黄大棚中间，吕文芳
的脚步极快，动作麻利。从 2018 年
开 始 ， 种 桑 黄 的 营 生 ， 她 已 经 干
了 6年。

在种植大棚中可以明显感受到湿
润的水汽扑面而来。桑黄喜湿，对种
植环境相对湿度的要求在 80%—90%
之间，因此，种植桑黄常选择温差较
小、湿度较高、通风良好的环境。此
外，桑黄采用椴木栽培，选取的椴木
培养基是本地品质较好的原料蒙古
栎，其营养成分可以支撑桑黄 3 年的
生长。

“ 桑 黄 基 本 是 种 到 第 三 年 再 采
摘。平常我就在这大棚里面，天天观
察它们长得好不好，哪个有毛病。啥
都得看着点。”吕文芳指着棚内整齐
摆放的一个个深棕色菌椴让记者看，

“这些金黄色的桑黄个个形态饱满，
长势很好。”

桑黄，因其珍贵的药用价值自古
以来备受追捧。野生桑黄共有 14 个
菌种，中国拥有其中的 9 个。在这众
多的菌种中，仅有 3 个进入了药材标
准，分别是桑树桑黄、瓦尼桑黄和鲍
氏桑黄。

“桑黄种植周期长，一般来说，
从培养到采收需要 3 年多的时间。”
刘杰介绍，他们培育的桑黄属于瓦尼
桑黄，“这个菌种是我们在延边农科
院食用菌研究所研究员王鑫团队的帮
助下，采集长白山野生桑黄进行选育
的菌种，历时 5 年才选育出来，它性
状稳定，产量也相对较高。”

那些年，为选育出优质桑黄菌
种，刘杰和专家团队到长白山密林深
处寻找道地的野生种源。一次次分离
驯化，一遍遍繁育观察、一椴椴育种
试验……2019 年，终于成功培育出
具有道地性的“森林黄金”。

“桑黄在生长期间对温度和湿度
要求较高，我们采用了冷棚栽培，大
棚里有喷淋等设施，通过控制湿度、

温度等，力求创造最适宜桑黄生长的
环境。”刘杰介绍，桑黄栽培过程中
全程不打药、不施肥，管控人员日常
在大棚内通风、浇水，观察桑黄长
势，发现问题后采用物理管防控措施
进行有效防治。

和龙市桑黄科研团队对人工栽培
桑黄与野生桑黄在有效成分方面进行
过比较，发现人工种植 3 年的桑黄在
多糖、黄酮、三萜的含量上优于同等
年份的野生桑黄。“这意味着人工种
植桑黄具备产业化优势。”刘杰说。

既是妇科良药
又有抗癌功效

作为传统中药材，桑黄在中国已
有 2000 多年的药用历史。在古代，
民间早有“桑树生黄，幸得之，百病
可医”的说法。

中医古籍中对桑黄功效的论述有
很多，《神农本草经》 记载桑黄属于
上品，无毒，“属上经，性微寒，无
毒，久服轻身，不老延年”；《药性
论》 云：“治女子崩中带下，月闭血
凝，产后血凝，男子痃癖，兼疗伏
血、下赤血”；《新修本草》 载：“主
女子漏下赤白汁，血病，癥瘕积聚，
腹痛，阴阳寒热无子……”

延边朝医医院朝药研发中心主任
李福子介绍，综合而言，桑黄的功效
主要集中在 3 大方面：一是治疗妇科
疾病，妇女崩漏、带下、月闭血凝、
产后血凝等；二是治疗虚损性疾病及
血证，包括肠风泻血、五痔下血、血
痹虚劳等，正如古籍中说的，“散血
如神，止血甚捷”“一切血证咸宜用
之”，能够止泄补益元阳；三是治疗
癥瘕积聚病。“在现代临床治疗中，
桑黄对‘血淋、血崩、经闭、带下、
脱肛泻血、腹痛’等妇科疾病的治疗
均具有较好的疗效，这与古代治疗功
效的观点是一致的。”她说。

然而在近代，由于野生桑黄资源
非常有限，人们很长时间都忽视了它
的存在。上世纪中后期，日本和韩国
对桑黄开展深入研究，发现其在抗肿
瘤方面有良好的药用效果，桑黄很快
成为国内外研究的新热点。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意
识到桑黄的珍贵。“研究发现，从桑
黄中可以分离出大量生物活性成分，
如多糖、黄酮、三萜、氨基酸、生物
碱类等。”李福子介绍，现代药理学
研究发现，桑黄能增强人体免疫功
能，具有抑癌抗癌、抑菌抗炎、降血
糖、降血脂、保肝、护肝的作用，可
用于制造维生素 D 和雌性激素等。
桑黄可用于应对癌症术后转移与复
发，对治疗关节炎、湿疹、痛风等疾
病也有良好疗效。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
学教授李玉眼中，桑黄的药用价值与
冬虫夏草、人参等名贵中药材相当。

“ 桑 黄 是 个 宝 ， 如 果 你 们 有 信
心，就合作研究培育它。”2014 年，
吉林桑黄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孙成忠就发展何种药用菌品种向李
玉求教时，李玉如是说。

“ 桑 黄 提 取 物 可 抑 制 肿 瘤 的 增
殖，《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 等多
部医书对桑黄治疗癥瘕积聚、软坚散
结等功效有描述。”刘杰说，桑黄可
应用于普通食品、功能性食品、保健
品、药品、日化用品等领域，市场前
景广阔。

产业融合发展
助农致富增收

和龙市位于吉林省东南部，地处
北纬 42 度，长白山腹地，气候四季
分明，降雨量充沛，地貌类型复杂多
样，生态环境质量良好，成为桑黄繁
育生长的黄金地带。

从 2018 年起，和龙市开始发展

桑黄人工栽培产业，完成桑黄大棚建
设 1352 栋及相关配套设施，栽培桑
黄菌椴 460 余万椴，形成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的特色产业园区，桑黄特色
产业规模、菌椴质量位居全国第一。

八家子镇地处海兰河中游，更是
黄金地带中的黄金点位。从 2014 年
成立开始，吉林桑黄生物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深耕于此，目前已成为集长白
山桑黄培育、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建
设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
企业、吉林省科技“小巨人”企业。

“我们一直非常重视科研工作，
在桑黄菌种选育、栽培技术研究、药
理分析、产品开发、废弃菌袋利用等

领域申报了多项发明专利。”刘杰介
绍，他们请李玉院士提供技术指导，
与吉林农业大学共建桑黄科技小院，
逐步建立起辐射带动省内多地桑黄产
业的发展模式。

通过“公司+村集体+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产业模式，八家子镇实
行菌棒集中生产、菌农分户栽培、产
品统一回收并加工销售的方法。像吕
文芳一样的村民在家门口就有活干，
收入增加不少。

“桑黄使我家脱了贫、致了富。”
八家子镇南沟村村民徐明福就是其中
一员，当初他在基地务工，几年下来
学会了管理技术，在村里的帮助下贷

了款，自己栽培了 2 万椴，收入更
高了。

种植桑黄之前，吕文芳和爱人身
体都不好。吕文芳在十几年前做过癌
症手术，术后一直在家务农。在桑黄
种植基地工作后，技术团队手把手为
她提供技术指导。

“ 我 们 不 怕 不 懂 ， 他 们 啥 都 教
哩，包教包会。”吕文芳边说边端详
着周遭这些“金宝贝”。“早年间好多
年都舍不得买件新衣服，一件衣服搓
洗得掉了色还在穿。现在我们家不仅
每天多了 100 元收入，闺女也已经大
学毕业了。”她乐呵呵地说，声音里
透着美。

桑黄：给好日子镶道“金边”
本报记者  熊  建  孙亚慧  王美华

乡村振兴，产
业先行。甘肃庄浪
县部分乡镇，之前
在产业发展路径上
着 了 慌 ： 栽 苹 果
吧，没有那些中南
部浅山区乡镇有优
势；种马铃薯呢，
又追不上西北部干
旱山区的产量。可
近些年，通过发展
中药材产业，他们
找到了脱贫致富的

“药方”，让当地百
姓发了“药财”。

庄浪东部地区
地处关山山脉，因
属 温 带 半 干 旱 地
区、黄河一级支流
渭河流域，所以光
照充足，昼夜温差
大，土层肥沃，中
药材种植的条件得
天独厚。

“ 这 是 ‘ 天
赋’庄浪，我们这
儿野生药物资源丰
富，有药用价值的
中药材资源就多达
260 余 种 。” 岳 堡
镇 镇 长 王 彤 彤 介
绍，“本地群众历
来也有种植大黄、
独活、丹参、黄芪
等中药材的传统。”

庄 浪 县 委 县
政 府 因 地 制 宜 ，
制 定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 重 点 打 造

“两园一场”发展
中药材产业。“两
园 ” 就 是 丹 参 科
技 创 业 园 和 关 山
中药材产业园。

岳 堡 镇 的 土
壤、气候条件更适合丹参生长。丹参
科技创业园就选址在岳堡镇岔口村，
依托东西部协作资金 3400 万元投建，
目前占地 35 亩。已建成丹参研发、
育种中心和晾晒厂，多功能加工厂主
体 架 构 也 已 完 工 ， 不 久 就 会 投 入
使用。

在研发中心展区，一块“南开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服务站”的牌
子特别醒目。“园区依托南开大学的
人 才 、 学 科 优 势 ， 推 动 产 学 研 发
展。”王彤彤说，时常会有南开大学
的老师带博士生来，进行实验和技术
培训，“目标就是打造‘研、种、产、
销、深加工’全链条发展的全国首个
现代化高标准丹参科技创新园区。”

园区的示范田内，一垄垄丹参苗
长势喜人，每畦田垄上标着“南开一
号”“南开三号”等字样。“这是南开
大学依据庄浪的地理、土壤等特点研
发的丹参品种，抗病毒、抗旱抗寒能
力强，很适合在庄浪推广。”岳堡镇
副镇长石勇说，“丹参苗培育完成
后，开春会免费发给村民种植。”

育苗中心的玻璃温室内，丹参苗
正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个玻璃温室年
产 2000 万株丹参苗。“以后还要扩大
规模，南开方面的目标很宏伟，要建
成全国最大的丹参育苗中心。”王彤
彤说。

从发展历程讲，韩店镇的中药材
产业发展更早。总投资 2.4 亿元的关
山中药材产业园，带动周边通化、郑
河、杨河等 6 个乡镇连片种植中药材
5000 亩，推动农户种植 2 万亩，大
黄、独活、黄芪、党参等中药材在这
里遍地开花。

“一场”指的是四川逢春马麝驯
养繁殖场，坐落在韩店镇郭漫村的山
上。目之所及，麝圈依山而建。

马麝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其身上产的麝香，价格堪比黄
金。2017 年，庄浪引进四川逢春集
团投资 1 亿元，建成占地 147.3 亩，
麝圈 4000 个、马麝 1630 只的逢春马
麝驯养繁殖基地。经过多年发展，规
模已经翻了不止一番。

“现在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后
山还有大片麝圈。”基地负责人李必
长说。该基地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
的马麝人工饲养繁育基地。庄浪县
和企业签署了协议，对基地进行扩
繁增值，养殖马麝达到 2096 只，年
产 麝 香 4.6 万 克 ， 年 产 值 可 达 4900
万元。

马麝是草食性动物，喜食树叶、
花、树皮等。这种习性，成为当地农
民增收的进项。“马麝需要大量的鲜
叶，这边的村民采摘树叶，一天的收
入都在 100 多元。”李必长算了一下，

“一个月光这项就能达到好几千元。”
收益不止于此。郭漫村的集体土

地流转，使得村民每年都能得到一笔
分红。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收入增
多，分红也是年年看涨。场区常年需
要招聘几十名员工，这也带动了当地
农民的稳定就业……

镇上干部介绍，养殖场与周边合
作社签订了马麝食材供应合同，带动
周边 5 个村种植胡萝卜、小南瓜等马
麝食材 500 亩，年增收 100 多万元，
户均年增收也在 5000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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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和龙市桑黄产业在农民增收、就业带动、经营模式等方面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图为吕文
芳展示桑黄长势。                                                                   人民网记者李  洋摄

图为吕文芳在大棚里忙碌。
人民网记者李成伟摄  

图为八家子镇大棚桑黄。
人民网记者李  洋摄  

图为和龙市八家子镇整齐排列的桑黄大棚。                                          人民网记者李  洋摄

“我的造血干细胞是 2011 年入库的，今年 5
月天津市红十字会通知我初步配型成功。已经
过去 13 年了，还有人需要我的帮助，这是很奇
妙的缘分。”刚刚成功捐献的天津医科大学第
60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2011 级基础医学院临
床医学七年制毕业生、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新生儿科医生赵丹说。

这是日前天津医科大学举办的新生“造血
干细胞捐献”宣讲活动上的一幕，也是天津医
科大学多年来组织开展的造血干细胞采血入库
活动的一个缩影。

在天津，每 7 名成功配型的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中就有一位来自天津医科大学。在中华骨
髓库里，有 8047 份 8 毫升血样来自天津医科大

学。天津医科大学是天津市第一所集体采血入
库、拥有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和采血入库比
例最多的单位。

“开学第一课，辅导员曹璐老师给我们讲
述朱宪彝老校长‘四献’故事。不久后，学校
组织血液样本采集，我们很多同学都参加了。”
医学技术学院大四毕业生刘昊元说。

临床内分泌学家、医学教育家朱宪彝教授
是天津医科大学创始人。辞世后，他捐出了自
己的全部藏书、全部存款、私人住宅，甚至自
己的遗体，供医学解剖。

除 了 天 医 学 子 ， 来 自 天 津 其 他 高 校 和
中 小 学 的 同 学 也 会 定 期 参 观 作 为 天 津 市 大
中 小 学 思 政 一 体 化 重 要 实 践 基 地 的 “ 两 馆

一厅”，在朱宪彝捐献的部分脏器标本和遗
体 捐 献 者 代 表 的 遗 嘱 前 伫 立 凝 视 ， 思 考 生
命的意义。

生命教育不仅限于此，教育地点也不只拘
泥于校园，天津医科大学还带领学生前往墓
地、陵园，探访普通人和名人的墓志铭，寻访
在世的遗体捐献者。

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颜华表示，经过多
年探索，学校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奉献教
育、实践育人”思政教育模式。“我们将秉承
朱宪彝老校长敬业奉献、医德高尚的精神，面
向服务健康中国重大战略需求，培养卓越新医
科创新人才，为增进人民健康福祉作出新贡
献。”颜华说。

天津医科大学：生命教育结硕果
本报记者  武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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