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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产业亮点

本报讯 记者 郭小宇 报道 为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工作，靖宇县靖宇镇靖安村按照市委建
设践行“两山”理念试验区的发展目标，
充分释放生态优势，助力“一山两江”品
牌建设，结合县委“1345”发展战略，全
力发展特色农业和中医药文化研学产
业，不断打响“长白山下北药村”的知名
度，有效助力靖宇“北药名城”建设目
标。

走进靖安村岐黄文化园，首先在一
方四季体验馆可以品尝以中药为原料
的一方四季本草轻养茶，浏览古色古香
的中药研学馆，近距离查看原汁原味的
动植物中药材，全方位感受道地中药文
化的独特魅力。岐黄文化园位于靖安
村小火车站屯，是中国医药集团规划设
计并全资打造的乡村振兴帮扶项目，
2023年正式投入运营。项目以乡村振
兴为契机，以中医药文化为主线，以文
旅融合、非遗传承为核心的精品关药文
化研学项目。该项目可以有效承载靖
宇中药名城的文化建设、传播扩大传统
中医药文化的影响力。项目依托靖宇
县丰富的长白山道地药材资源、秀美绝
伦的自然风光、浓郁的东北民俗文化及
厚重历史沉淀的小火车站屯等自然及
文化资源开展建设，将打造成集科普教
学、文化传播、中医康养、劳动实践、田
园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特色研学文
旅项目。一期项目现已完工并投入运
营，建成“三馆一中心”，即一方四季体
验馆、研学馆、国医馆和文化推广中
心。通过体验本草轻养饮品，参观中医
药学起源发展史、中医药古书籍、中医
药器具、中药材标本展示、互动体验学
习等方式，全方位展示中医药文化的独
特魅力。一期具备同时接待 50-80 人
次团队研学学习能力，同时也可接待散
客活动。现已与靖安村党群活动中心、
长白山道地药材资源保护与科普研学
基地等串联在一起开发出中医药文化
研学产品对外开展合作。通过与靖宇
县文旅集团等知名企业签约合作，带动
集体经济增收，承接长白山人才学院各
企业团体参观学习人员2000余人次，同
步对接小火车站屯域内30余户特产加
工户，辐射带动全县道地中药材加工产
业，提升道地农特产品附加值，预计年
内可带动村集体增收30万元以上。

长白山道地药材资源保护与科普
研学基地，始建于 2021 年 5 月，占地面
积30余亩，通过大力培育道地药材，为

建设乡村振兴项目聚势赋能。该项目
自实施以来，改变传统种植玉米、大豆
的农业发展现状，切实发挥区位优势、
资源优势、帮扶优势，实现各类优势有
机整合。目前，项目核心区种植赤芍、
白鲜皮、苍术等十余种白山地区代表性
道地药材，打造了观景台、木质凉亭、栈
道等休闲娱乐设施。基地建设根据道
地药材种类，结合地形、面积等因素进
行整体设计，兼顾生物学特性与观赏
性，配套放置展示牌、二维码，对药材及
基原植物的性状、分布、用法用量等信
息进行详细的科普展示，从而达到资源
保护和科普双重目的。据国药集团派
驻靖安村第一书记肖文涛介绍，长白山
道地药材资源保护与科普研学基地种
植赤芍、人参、刺五加等10余种长白山

地区代表性道地药材。近年来，立足本
地道地药材资源优势，通过承接中药材
线上订单和线下售卖等方式，村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年营业额突破500万元，累
计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50万元。该项
目整体建成后，将与长白山人才学院深
入对接，大力发展“围院经济”。

靖安村历经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的探索与实践，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中药
材种植、销售、加工为一体的“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之路，将靖安村“最美村
部”建设项目、国药岐伯文化园建设项
目、长白山中草药种质资源圃项目、林
下五味子种植项目连点成线，发展独具
特色的区域“中药材产业”精品研学项
目，在实现产业振兴的基础上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

在汪清县复兴镇，以“生
物共生理论”为基础的立体间
种技术正在改写传统农业叙
事。通过引入“药果共生”间
种技术，针对东北山区特殊气
候环境，实现名贵药材贝母与
特色水果蓝靛果的精准配
对。通过“以短养长、优势互
补”的生态种植模式，大幅提
升土地利用率，亩产效益突破
4万元，为山区农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新思路。

据了解，蓝靛果作为高秆
灌木(株高 1.5—2 米)，其冠层
形成天然遮阳网络，将地表光
照强度控制在贝母最适宜生
长的 500—800 勒克斯范围。
实测数据显示，间种地块光能
利用率较单一种植提升63%，
有效破解了传统药材遮阴设
施造价高昂的难题。经两年
田间验证，贝母(3-5 月生长
期)与蓝靛果(6-9 月丰产期)
形成完美“时间差”。同时，将
废弃菌棒经高温灭菌处理后
制成缓释有机肥可使蓝靛果
花青素含量提升至7.2%(国标
≥5%)，贝母生物碱含量达0.13%(药典标准0.08%)，品
质双重突破。此外，试验田亩施有机肥20吨，为当地
推进废弃菌袋综合利用形成循环农业贡献力量。

据间种地块负责人徐刚介绍，间种模式下，亩产
鲜贝母约1000公斤，按市场价每斤15-18元计算，亩
收益达3-3.6万元。蓝靛果亩产700-1000公斤，收益
近万元，深加工后附加值更高，如蓝靛果酒、花青素提
取物等。两项叠加，间种地块亩产值突破4万元。此
外，贝母在间种环境下近乎“半野生”状态，病虫害减
少，品质显著提升，市场溢价空间更大。当前间植规
模为2公顷，2025年计划增至10公顷。

复兴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贝母与蓝靛果的间种
成功，关键在于精准匹配两者的生态需求。这一模式
为高海拔山区提供可复制的样板，未来可探索更多高
附加值作物的组合。”目前，复兴镇已规划将贝母间种
模式结合各村实际向全镇推广，并计划引入机械化采
摘技术，进一步提升管理效率，倾力打造区域特色农
业名片，为寒地农业发展贡献“复兴方案”。

﹃
药
果
共
生
﹄
助
增
收

—
—

汪
清
县
复
兴
镇
探
索
﹃
一
地
双
收
﹄
新
路
径

张
志
勇
本
报
记
者
徐
文
君

本报讯 王锐 记者 吴连
祥 报道 柳河县认真践行“两
山”理念，立足实际确立旅游
业发展目标，把牢“文旅+百
业、百业+文旅”主题主线，
积极挖掘文旅资源、开发旅
游项目、丰富活动内涵，不断
培育产业新动能，激发产业
发展新活力。

旅游业，堪称新时代“朝
阳产业”，具有产业关联度
高、就业安置空间大、资源消
耗少、开放包容度高等特征，
有着“一业兴、百业旺”的带
动作用。基于这一认识，柳
河县深入探寻历史文化脉
络，确立百亿级旅游产业
发展目标，为产业发展制

定了“路线图”。
着眼前瞻推动发展。组

织力量深入挖掘百年历史文
化元素，积极编纂《柳河文
脉》《柳河历史文化叙事》《柳
河人参文化》图册。组织开
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完
成 110 处不可移动文物外
业 复 查 ，完 成 率 99.85% 。
加速推进“一山一水一街
一岭一洞天”文旅项目，串
联罗通山风景区、珩阳逸
景康养度假小镇、衍庶街、
云岭“工厂游”、别有洞天
旅游项目。其中，罗通山
风景区、衍庶街招
商运营，珩阳逸景
康 养 度 假 小 镇 正

在筹备春季复工建设，云
岭“工厂游”正在进行“透
明工厂”设备调试，“别有
洞天”正在进行洞内详细
规划。

打造“冰雪经济”新亮
点。新雪季组织开展“热雪
燃冬，暖在柳河”系列活动，
聚焦“玩冰雪、尝美食、观民
俗、品文化、逛大集、过大年”
六大版块，打造冰雪旅游产
业链。共谋划万人上冰雪、
冰雪趣味运动会、柳河冬

“补”节等雪季文体旅活动
22项，推出“参呼吸”人参研

学、非遗研学、滑雪体验等雪
季旅游线路 6 条，开发喝一
杯人参奶茶、滑一次粉雪、逛
一次年货大集等 10 个必游
打卡点，累计游客接待量同
比增长21.05%。县域KTV、
影院等文娱场所游客接待量
同比增长 67.7%，星级酒店
入住率达到 80%以上。抖
音、快手、微信等网络平台

“热雪燃冬 暖在柳河”话题
播放量和转载量达到“百
万+”。

确立发展目标 用活“美丽资源”

柳河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靖安村着力打造“长白山下北药村”

靖安村岐黄文化园辐射带动全县道地中药材加工产业

安图县明月镇龙林村深挖资源优势，共有135
个大棚种植韭菜，占地7公顷，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
业机会，增加了村民收入。 王浩 记者 徐文君/摄

四季本草轻养茶赢得众多游客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