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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人參產品逾千
大健康造就大商機

種植加工一條龍 資金關注度升溫

責任編輯：呂泰康 美術編輯：劉國光

飼養梅花鹿 農民走上創匯致富路
受益良多

中藥材產量冠全國 規模目標3000億
發揮優勢

省政府牽頭拓展
一帶一路出口增三成
訂單不絕

資料來源：華經產業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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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人們習慣購買生曬
參、紅參等乾參製品，從2015

年開始，我們公司研發鮮食人參產品，採收運送全程保險運
輸，還開設了消費者烹飪小課堂，讓消費者第一時間享用新鮮
人參。」 康美新開河（吉林）藥業常務副總經理李學軍介紹
說。吉林的人參產業已形成從種植、採摘、清洗、加工，再到
機械化生產、出口的一個完整閉合產業鏈。吉林大學中國國有
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政表示，最近幾年，隨着大健康產業的蓬
勃發展，與之密切相關的人參產業熱度不斷攀升，其市場佔有
率和影響力得到進一步提升，同時，資本市場也愈來愈關注這
一領域，吉林省要抓住這個難得機遇，穩固自身的龍頭地位。

東北農業經濟系列之三

康美新開河現有中藥飲片、保健
食品、人參新資源食品、土特產品等
九大系列、300餘種規格產品，銷售遍
及全國各地。其中，公司主導產品新
開河牌紅參，開創了中國 「模壓紅
參」 中藥飲片的新篇章，曾榮獲國家
科技進步獎、 「中國名牌農產品」 等
幾十項殊榮。 「我們目前正全力生產
『新開河牌紅參』 、人參食品等產

品。去年上半年累計銷售2996萬元
（人民幣，下同），產值6241萬
元。」 李學軍說。

目前吉林省已開發生產人參食
品、藥品、保健品、化妝品、生物製
品五大系列1000多種產品。得益於精
深加工能力的提高，2015年到2021
年，人參產業綜合產值增長30.3%，
達到600億元。

煎藥自動化全程可追溯
「打造完整的人參產業鏈，我們

致力於人參全株開發，並建設了益盛
集團漢參產業園，形成上游種植、中
游加工、下游銷售服務的完整產業
鏈，有片劑、口服液等80餘款參類深
加工產品。」 益盛藥業漢參產業園副
總監曲建軍透露，目前公司僅紅參精
提口服液單品，就實現銷售1.5億元。

作為內地目前面積最大、自
動化程度最高的煎藥中心，記者
在吉林北藥集團生產車間現場看到，
整個煎藥過程全程由電腦網絡系統控
制，包括加水浸泡中藥和灌裝過程全
部自動化作業，杜絕了人工隨意性操
作。整個處方的調劑、煎煮過程，藥
品的投放，消費者只要在手機下載客
戶端，輸入處方編號，便能夠實現網
絡實時查看，全程可追溯。

市民曹女士說： 「以前會擔心醫

院藥材的浸泡時間和煎煮時間不
夠，影響藥效發揮。現在這些環

節都由信息系統自動控制，再沒有以
前的顧慮。從等藥到煎藥再到取藥，
幫我節省了很多時間，就醫體驗感提
升了不少。」

把醫院開方調劑、中藥煎煮、物
流配送、物聯網+，有機地結合於一
體，真正打造成中藥材煎藥共享平
台。 「患者在醫院把脈問診，醫生開
方後直接將處方傳送至院企信息共享

中心，我們即按方煎煮。」 北藥集團
董事長公曉穎介紹說，目前中心承擔
長春市幾家大型中醫院日常中藥煎煮
任務，現有385台煎藥機，最多日煎
3000方藥，長春市三環以內免費配送
到患者家中。

引資加速發展應對內外挑戰
吉林省政府決策諮詢委員會鄉村

振興專家組組長、省農民專業合作社
聯合會會長袁甲業認為，未來吉林人
參產業首先堅守 「長白山人參」 正
本，打造 「長白山人參」 品牌，並可
以考慮打造政策性的產業基金引領產
業發展，帶動更多資本進入長白山人
參產業。最後建立人參產業體系，將
一二三產業進行融合發展。

專家也關注，自2015年中國天
然林禁伐以來，吉林省再未批過參
地用地目標，此後非林地種參大範
圍興起，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種
植區開始向省外延伸，山東等新興
的人參產區正在形成。李政認為，要
應對內外兩種挑戰，吉林省必須從戰
略上予以高度重視，加快人參產業集
群式發展，下大力氣開展產學研聯合
科技攻關，全面加強人參全產業鏈發
展。

人參是吉林省
的主要出口貨品之

一。長春海關副關長張君表示，吉林
省對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口增長
超30%，佔同期吉林省外貿出口總值
的三成以上。

通化百泉參業經理孫寶鵬透露，
公司的出口訂單比對上一年同期增長
了10%。出口國家由原來以日本、韓
國為主，現在拓展到馬來西亞、印
尼、泰國等8個 「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他相信，吉林省人參出口量增長
與人參產業鏈向高端產品延伸有關，
其次就是政府扶持人參拓展銷路。
「得益於由吉林省政府牽頭舉辦各種
海內外雲洽談會以及東北亞博覽會，
吉林人參才能不斷拓展國際市場，接
收國際訂單。」

新加坡洽談會
達1590萬合作意向

去年，吉林省貿促會與新加坡中
國商會共同舉辦了 「2022中國吉林─
新加坡雲上經貿洽談會」。來自新加
坡的21家中草藥、保健品、農產品、
食品、建材、醫療健康（包括防疫物
資）、電商採購等行業的相關協會、
企業家代表和吉林省25家與會企業開
展了線上一對一對接洽談，據初步統
計，合作的意向金額為1590萬元人民
幣。

吉林省地處長
白山腹地，野生植物

達823屬3900多種。人參、五味子等
10種道地中藥材產量居全國之首。長
白山作為 「北藥」 的基地，吉林農業
大學中藥材學院博士生導師楊利民認
為，吉林省中藥資源豐富，正朝着中
藥產業強省邁進，但也存在中藥材產
業發展的不平衡等問題。在大力發展
中藥產業過程中，應特別注意西部草

原區的特色中藥資源開發在農業產業
結構調整中的重要作用。

吉林省2022年年初發布了《關於
加快醫藥強省建設促進醫藥健康產業
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明確到
2025年，吉林省醫藥健康產業實現總
經營規模3000億元（人民幣，下
同），中藥產業主要經濟指標全國領
先。據資料顯示，長白山擁有中草藥
材達2789種，號稱北藥基地。南北藥

的互通互用非常重要，中醫界常講，
南藥北用，北藥南用，長白山中草藥
資源，用於全國各地中醫治病和養生
保健的需要。當前，中草藥的種植、
加工、栽培以及炮製愈加重要。

加強科研促進中藥創新
記者了解到， 「十三五」 以來，

吉林省已累計投入中醫藥領域科技的
經費高達6.46億元，佔該省醫藥健康

科技經費的一半。吉林省科技廳副廳
長劉寶芳表示，「十四五」時期，吉林
省將加大中醫藥領域科技投入力度。
積極爭取和實施一批國家和省級重大
科技專項，引導企業加大創新投入，
支持一批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具有
發展潛力的中藥新產品及大品種二次
開發。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圍繞經
典名方驗方，積極開展醫療機構製劑
研發。

人參、貂皮、鹿
茸被稱為 「東北三

寶」 。有着300年養殖梅花鹿歷史的雙
陽區，養殖梅花鹿已成為讓村民增收
致富的 「金鎖匙」 。規模化梅花鹿養
殖、打造中華藥種植基地，實現做大
做強產業同時，也成為農民創匯致富
路徑。

「要想富，就養鹿。」 營業面積
達4萬平方米的雙陽區鹿鄉鎮的鮮茸交
易市場，專業經銷戶近200戶，年客流
量超千萬人次，銷售網絡延伸到國際
市場，是中國最大的鹿產品集散地和
批發交易中心。

據畜牧行業數據統計，2021年，

吉林省梅花鹿飼養量60萬隻，佔全國
總量的一半以上。 「我現在運行的是
『種養加』 模式，種植土地2600多
畝，梅花鹿鹿茸能產六七噸左右。」
佳盛麟種鹿科技鹿場場主李占洋表
示： 「從6頭鹿開始養起，養到現在
1000餘頭，預計3年能達到萬頭。」 李
占洋介紹，自己已經養了37年鹿，如
今已經形成規模，能帶動100餘家農戶
致富。

種植中草藥人均增收2萬
規模化的梅花鹿養殖可增加周圍

農戶的收入。吉林省東豐縣文福種鹿
場場長朱永輝表示： 「每養殖1000頭

梅花鹿，我們每年僱用周邊農民、購
入農戶玉米、草料等飼料等需要投入
約300萬元（人民幣，下同），這些投
入實際上是讓周邊農民受益，對他們
致富來說具有很大的帶動和推動作
用。」

「自草藥基地建設以來，村上有
11戶村民參與種植中草藥，現在每戶
每年能增收5萬元，人均增收約2萬
元，大家都過上了好日子。」 吉林省
吉林市昌邑區左家鎮于家村村書記葉
曉東說。

據悉，左家鎮除于家村外，目前
已有11個村因種植中藥材實現致富，
鎮上中草藥種植面積已達2000餘畝，

涵蓋林下參、沙棘果等21個品種，年
銷售收入達5000萬元，解決剩餘勞動
力就業200餘人。

資料來源：前瞻產業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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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盧冶 林凱

2021年

吉林中藥材小知識

資源分布

●吉林省擁有藥材資源1821

種，國家中藥保護品種310個。

●長白山區為中國三藥材基因

庫之一，擁有藥用動植物

1800多
種，佔全國品種總量三分

之一左右，其中蘊藏量佔全國一半

以上的品種有40多個，人參、鹿

茸、林蛙油等十種道地中藥材，產

量居全國之首，其中人參的產量佔

全國的80%，
以及佔全球的60%以

上。

種植現狀

●吉林省擁有800多種藥用植

物、200多種芳香植物，人

參、鹿茸、林蛙油等中藥材性能

及產量居全國之首，西洋參、五

味子、平貝母及防風發展潛能劇

增。

●全省以中藥為主體的醫藥產

業，已經形成集群式發展格

局，長春國家生物技術產業基

地、通化醫藥城和延邊敖東藥城

已發展成為吉林省醫藥產業三個

區域發展中心，並正在打造：長

遼梅通白敦醫藥健康產業走

廊——長春國家生物產業基地和

通化國家醫藥城。

2021年中國人參主要地區產量分布

地區

吉林
黑龍江
遼寧
其他

產量
（萬噸）

3.97
2.00
0.52
0.50

佔比

57%
29%
7%
7%

資料來源：華經產業研究院
▲吉林省投入了大量資源，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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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的梅花鹿飼養量達60萬隻，
佔全國總量一半以上。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