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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快推进“放
心肉菜示范超市”创建工作
进程，7月23日下午，长春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创
建“放心肉菜示范超市”现场
观摩暨经验交流会。有关部
门负责人，省、市级“创建”超
市负责人及专职食品安全管
理人员百余人参加会议。

参会人员实地观摩了连
续三年获得省级“放心肉菜
示范超市”称号的长春远方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光谷大街
分公司超市“创建”工作。在
经验交流会上，授予长春远
方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光谷大
街分公司等6家超市“2019
年度放心肉菜示范超市”；长
春远方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二
道分局、新区分局分别介绍

“创建”经验。

会议强调，创建“放心肉
菜示范超市”，对于提升全市
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具有十
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一要充
分认识开展“放心肉菜示范
超市”创建活动的重大意
义。二要严格落实“两个责
任”，全面提升示范创建水
平。三要突出抓好关键环
节，补齐食品安全监管短板。

会议要求，一是进一步加
强基础建设。要健全管理机
构、要健全管理制度、要完善设
施设备。二是进一步完善基
本要求。要健全进货查验制
度；要落实索证索票制度；要升
级肉菜采购模式。三是进一
步巩固创建成果。要积极扩
大创建影响；要大力营造创建
氛围；要扎实开展创建活动。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跃 报道

7月23日早5点，雾凇旅
行社一楼已经有游客早早抵
达，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之
情。据雾凇旅行社张昊副总
经理介绍，跨省游可有序恢
复消息一出，董事长就带领
几位工作人员前往内蒙古踏
线，力争让游客能在草原最
美的季节前往游玩，感受沙
漠、草原、湿地风光和蒙古族
人文美景的魅力！线路产品
一出，7月23日首发团30个
位置2个小时就收满了。

7月 14日，文化和旅游
部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旅
游企业扩大复工复业有关事
项的通知》，恢复跨省（区、
市）团队旅游。听到即将开
放跨省游的消息让无数旅游
人激动不已，终于可以出省
玩了！

据介绍，这次首发团一
共四天的行程，游客们将走
进塔敏查干沙漠、进入草原
腹地，将入住蒙古包、品尝当
地特色手把肉，感受原汁原
味蒙古族生活。为了让大家

的旅途更舒适，旅行社特别
安排公司的豪华旅游商务
车，被游客亲切地称为“大篷
车”，也被称为陆地公务舱，
座椅舒适可调节，车上也配
备了颈枕。这次30位游客年
纪最大的是72岁的王阿姨，
年纪最小的小朋友才3岁。

出行前，旅行社工作人
员早早来到现场，对游客进
行严格体温检测、身份证实
名登记、吉祥码信息登记管
理，车上配备充足的口罩，全
力确保游客的出行安全。

在雾凇旅行社门前，游
客们戴着整齐的红色帽子，
齐声喊出：“跨省游终于开放
啦！我们要走进沙漠 拥抱草
原！”

此次跟团跨省游的首发
团，标志着国内旅游市场的
全面“重启”，让旅游业重振
了信心，人们的出游热情被
点燃，让这个暑期真的“热”
起来了！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暄 报道

取道万良镇西路，行约3公里左
右，就到了小屯村。

宽敞的庭院，一栋两层小楼，一
楼是家居，二楼是加工车间。这里
是村书记王金山的家，也是他的人
参加工厂。

站在门口举目四望，只见村里
如王金山家一般的庭院楼房，不在
少数。

“俺们村，人参种植历史65年，
现在全村种植户100多家，加工户
约 50 家……”操着浓重的山东口
音，53岁的王金山语速平缓，话似随
意，但听起来令人心跳加速。

“年人参加工量超过30万斤的
有7家。”“村民平均年收入3万元到
5万多元。”“千万家产的，在我们村
能有个 10户左右，三四百万家产
的，能有个三四十户。”

“俺们村应该是小康有余，以后
得想办法打品牌、搞特色，把我们的

产业越做越大。”
王金山的心愿，也是小屯村百

姓们的心愿。在村民王玉霞家里，
她正在通过抖音直播售货。她告诉
记者，原来靠种地维持生活，自从村
里办起了人参种植加工合作社，她
就跟着一起干，现在生活富裕了，只
想着把人参生意越做越大。

别看王金山看起来是典型的农
民，村里的文化建设搞得也一点不
含糊。他说：“小康不是有钱就行，
得让大家幸福地生活。”

2000多平方米的文化大院，环境
优美，一处长廊的尽头是凉亭，几位老
人在里面悠闲端坐。大院里图书杂
志、健身器材、电教设备一应俱全。

“村里的老老少少傍晚时都来
这坐一坐，还有跳舞打球的，我们这
些泥腿子也学会了享受生活。”樊世
和老人乐呵呵地说。

地精之草，长白之宝，带来了万

民之富，万良镇人参产业的推进步
伐更加稳健。

——种植标准化、加工精深化、
经营产业化、监管规范化为发展方
向，积极推进万良长白山人参市场
升级改造，实施市场准入制度，提升
人参市场的综合服务功能。

——以“数字抚松”首个建设点
为依托，通过AI、互联网等先进技
术，将人参市场即时情况信息化，实
时发布市场周边情况以及市场内部
情况，有效提升了市场服务水平和
应急处理速度。

——2018年，万良镇被评为“农
业产业强镇”；2019年，万良镇创建
成为“第三批省级人参现代产业园”。

一条人参特色产业的转型路，
铺就了万良人越走越宽阔的小康之
路。

/吉林日报记者 张育新 赵广欣
王春宝 报道

参花怒放小康路
——抚松县万良镇蹲点采访见闻

盛夏时节，一走进抚松县万良镇，人参的气息便似乎
从周身的毛孔渗入体内。

这座藏在大山里的小镇，从区域面积来看，是个弹丸之地，但从世界人参版图来看，它举足
轻重。

重在哪？单说这里的万良长白山人参市场，其年交易份额可占全国80%，占世界70%。尤其
是近年来，当地全力打造“人参特色小镇”，形成种植、加工、包装、销售“一条龙”经营体系，掀开
了特色产业的新篇章。

且让我们一道捋着万良人参发展的历史脉络，来解锁当今万良人参的发展密码。

直面阵痛：打造一座市场，万良走向世界

此时造访万良，并不是最好的
时节。

倘若时间错后两个月，人参交
易进入旺季，整个小镇将涌动巨量
的财富。

届时，万良长白山人参交易市
场将集聚来自全国各地的买家。在
这里，没有电子牌价，没有支票，没
有合同，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原始交
易的市场，它所成交的人参价格，却
被看作国际市场价格的晴雨表。

“5排车道，三进两出，满载人参
的大车一辆接着一辆，通宵达旦。
去年的人参销售旺季，一天的交易
量多时能达到300万斤……”镇党
委书记李斌的描述令人咂舌。

如此火爆的亚洲最大人参交易

市场，却是30多年前被“逼”出来
的。

上世纪80年代末，省内的人参市
场放开，价格战、包装战、冠名战硝烟
四起。万良镇的参农们一下子懵了，
吃惯了计划饭，一下置身市场经济的
洪流之中，他们变得手足无措。

于是，出现了至今仍令人唏嘘
不已的惨淡画面——参农们摆起了
小摊儿，堆成小山的人参卖成了萝
卜价。

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万良人欲
哭无泪。怎么办？

当时的镇政府班子有思路：建
交易市场，统一规范管理，逐渐形成
集散地，让市场稳定有序。

思路是好，干起来不容易。

同周边乡镇相比，万良镇的人
参栽培历史、面积规模以及地理位
置，近不如附近乡镇，远不如其他县
城。

但万良人思来想去，别无出路，
只有横下心去干。

1992年，万良人参交易市场启
动，虽是雏形，但有统一管理的交易
场所，市场相对稳定有序了，参农心
里有了谱儿。

此后，几届班子一以贯之，投放
890万元、占地1万平方米、建筑面
积8000平方米的人参市场，日臻完
善。到现在，万良的人参市场吸引
了省内各地和全国十几个省市的客
商，人参制品销到了美国、韩国、新
加坡、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转型升级：从“小捅咕”到“一条龙”

一位是衣着朴实、沉默寡言，一
位是发型新潮、滔滔不绝——聚兴
源参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贵德与他
的女婿孙凯，一老一少，差别鲜明。

鲜明差别的背后，折射出万良
人参产业的蝶变。

王贵德，年过半百。用他的话
说，他的人参买卖，是从“小捅咕”开
始，“买进，再卖出，挣个差价”。

虽是“小捅咕”，但王贵德头脑
灵活，万良人参产业的脉动，他拿捏
得准准的。

随着交易市场的崛起，商贸活
动产生强力牵动，万良镇党委、镇政
府顺势而为，穿针引线、铺路搭桥，
人参产业逐步从个体种植、散买零
卖，向企业化、规模化过渡。

王贵德也动起了办企业的心
思。2012年，他的公司成立，集科
研、开发、生产、销售人参、西洋参、
红参等土特产品于一体。

“小捅咕”完成了大跳跃。现在
的聚兴源已获“吉林省著名企业”

“国家质量检测标准3A级企业”等
称号，拥有人参、西洋参种植基地
3.5万平方米，投资兴建了大容量专

业冷库。
“年轻人脑子活，学东西快，以

后还得靠他们。”王贵德指着孙凯
说。

“种植技术一定要先进，原料一
定要质量过硬，设备一定要精良，管
理体系一定要完善，人才队伍一定
要专业。”5个“一定”脱口而出，孙凯
道出自己的“生意经”。

政府推动，“能人”带动，万良人
参变了样。

以前是简单买卖，零星加工，现
在是种植、科研、加工、包装、销售

“一条龙”，上规模、有注册商标的企
业有96家，其中，省级龙头企业4
家、市级龙头企业5家、县级龙头企
业5家。

“市场引领形成‘一条龙’经营
体系，反过来，‘一条龙’也刺激市场
更加繁荣，整个产业就进入了良性
循环。”李斌说。

2019年，在万良长白山人参交
易市场，水参交易总量约 8000 万
斤，交易高峰段日销量均在200万
斤以上，最大交易量可达300万斤，
市场出入口往来人员高峰值达6.7

万人次，人参干品交易量约1万吨，
市场年交易总额可达78亿元。

小小万良镇的人参市场，对全
国形成辐射。万良长白山人参市场
也以其后续发展潜力大、货源充足、
交易量大、集散能力强等优势，先后
被原农业部评为“农业产业化国家
重点龙头企业”，被商务部评为“双
百企业”。

马晓彤是万良人参的新生力量
代表。作为“90后”青年党员，她在
2016年从深圳返乡创业，创立吉林省
叁材参业有限责任公司，在万良人参
产业电商交易方面发挥了带头作用。

“上午9点之前，我们就已经卖
出了3000单！”见到马晓彤时，她兴
奋地跟记者说：“自从直播和电商行
业兴起以后，每天整个小镇能平均
达到上万单。”

这两年，万良镇电子商务从业
人员 1000 余人，电子商务快速发
展。万才村、万福村、仁义村被评为

“省级农村电子商务示范村”，万良
镇被评为“省级电商示范镇”，入选

“淘宝镇”，实现吉林省“淘宝镇”零
突破。

致富发家：小屯村走向小康之路

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创建
“放心肉菜示范超市”现场观摩会

走进沙漠 拥抱草原

吉林省跨省组团游昨日首发

近日，长春市交通运输
局对龙东公路长春至双阳段
路容路貌进行了全方位的改
造和整修，对全段公路标志
标线、路肩、边沟等进行了标
准化规范化改造，并对路域
环境卫生、非法广告牌等进
行了治理，目前，改造任务已
全面完成，龙东公路长春至
双阳段面貌一新。

龙东公路长春至双阳段
全长32.8公里，修建于1999
年，随着公路服役年限的增
长，加之交通量与日俱增，公
路标志标线日渐磨耗、破损，
给公路通行安全带来一定的
安全隐患，也给周边居民出
行带来诸多不便。/城市晚报
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报道 长
春市交通运输局供图

龙东公路长春至双阳段“换新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