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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培莲

一株人参可以如何变身？在位于长春

中医药大学校园内的吉林省人参科学研究

院产品展厅里，可以找到答案。

在这所能闻到“参味”的研究院里，

人参的花、果、叶、茎、根，都成为研究

对象。人参全株经过开发利用后，被制成

了系列食品、保健品和化妆品等 40 多种

市场热销产品。

吉林省素有“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

人参看吉林”的美誉。吉林省长白山地区

作为我国人参的原产地及核心产区，有

着 450 多年的人参人工栽培历史和 1500
多年的野山参采挖史。相关数据显示：

吉林省人参产量占全国总量的 60%，世界

总量的 40%。

外界都知道吉林盛产人参，却不清楚

吉林有哪些人参产品品牌，人参质量和价

格也参差不齐，这些成为一直困扰吉林省

人参产业发展的难题。

值得期待的是，难题正在不断被

攻破。

去年以来，吉林省多方发力，不断完

善人参市场诚信体系，规范化种植体系，

精深加工产业体系、品牌营销体系，力争

要用 5年时间，实现人参全产业链产值突

破 2000亿元。

在数据和政策的背后，机遇应运而

生。越来越多吉林年轻人看好小人参里的

大机遇。他们选择回到家乡、留在家乡，

参与人参产业链的不同环节，为“千年人

参”注入“青春基因”。

为人参插上科研翅膀

在吉林省人参科学研究院里，聚集了

数百位青年科研人员、博士生和硕士生。

他们每天与人参为伴。

人参被称为“百草之王”和“东北三

宝”之首，历来被视为名贵中药材和滋补

佳品。人参中含有丰富的人参皂苷、多

糖、氨基酸和微量元素，可以抗氧化、抗

疲劳、提神醒脑、增强免疫力。这些功效

正适合应对当下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

人参怎么种？种参的方式一般分为两

种：在平地上种，像种庄稼一样，称为园

参种植；在林间播种，让参苗纯自然生

长，人工不干预，称为林下参种植，基本

等同于野生的山参。

人参作为多年生草本植物，连作后会

出现土壤营养元素失衡、土壤酸化以及土

壤板结等问题，进而导致人参须根脱落、参

根腐烂，情况严重时会导致减产甚至绝收。

近年来，吉林省人参生产用地日趋紧

缺，连作障碍成为制约人参可持续发展的

技术难题。

90 后男生李琼，是吉林省人参科学

研究院的一名科研人员。改良人参土壤是

他的主攻方向。他参与了人参连作障碍生

态改良技术研究，方法是通过多种植物发

酵产物对土壤进行改良。

常与参农打交道的李琼发现，随着人

参用地紧缺，很多参农只能选择去邻省租

地种参，背井离乡又增加种植成本。他参

与的这项土壤改良技术从 2018 年开始在

吉林省参地试用后，目前已经推广至

2000多亩参地。

“改良技术每年都在升级。”李琼说，

团队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改良后的土壤跟新

土没有区别。同时，他和研究伙伴们还在

参与制定一个规程：要讲清楚什么样的参

地适合改良，改良后效果如何。

在这个研究院里，人参从种到收，再

到检测和开发，都有分工。

去年博士毕业的刘思章，是科研“新

人”。来到吉林省人参科学研究院后，他

加入了林下参检测设备的研发团队。把一

支林下参完整地放进检测仪器里，两三分

钟后就可以得到对林下参参龄和质量等级

的智能判定。

一直以来，人们大多是通过“看五

形、识六体”的方式来鉴别林下参的参龄

和品质，结果易受主观影响，误差较大。

为了能够更精准、更快速地进行林下参鉴

别，长春中医药大学和吉林省人参科学研

究院牵头，联合多家科研机构开发出了林

下参智能辅助鉴定仪器和数据库。

刘思章介绍说，数据库里采集了 2.5
万多支不同参龄的干林下参、800支鲜林

下参和 100 支造假工艺参的样本。眼下，

检测仪器已经更新到了第四代，检测速度

在加快，误差在减少。

“千年人参”可以很时尚

鲜萃人参液、红参琼玉饮、可以速溶

的小罐参……在吉林省人参科学研究院的

产品展厅里，产品研发人员陈雪赋予了人

参时尚大气的形态和更佳的口感。

“吃人参上火，是很多人对人参的误

解。”在研发人参产品的 10多年里，陈雪没

少跟身边朋友普及应该如何选择人参产品。

“任何食物过量都对身体无益，人参

也一样。”陈雪解释说，正确服用人参可

以双向调节人体机能，既能提神醒脑也能

安神助眠，很适合工作和学习人群。

常有企业到吉林省人参科学研究院考

察，谈项目和产品研发。一款产品从研发

到市场销售，顺利的话需半年左右。

“产品研发团队会根据企业需要和市

场空白，定制式开发产品，这样可以保障

科研成果顺利落地、进入市场。”陈雪

说，她会带着团队平均每年开发两款产

品，投放市场。

每一款人参深加工产品的背后，都有

对人参成分和作用的阐释。科研人员郑飞

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基于肠道微生物对比林

下参和园参的成分及功效差别。

把自己的研究方向与市场需求结合，

郑飞带着学生设计了一款人参发酵酒。人

参泡酒是传统的滋补方式。人参直接泡

酒，口感微苦，很多大分子的人参皂苷也

不易被人体吸收。

“但人参经过发酵后，不仅可以把人

参皂苷转化成为更易于吸收的形式，还能

更快代谢酒精，口感也更好。”郑飞说。

“实验室里研发的产品，我们研究人

员平时都会用。”吉林省人参科学研究院

科研人员李春楠说，人参护肤品和人参饮

品是她的最爱。

“吉林省作为人参道地产区，开发人

参产品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中药学专

业出身的李春楠看来，应该更深入挖掘人

参古方名方，创新和丰富人参产品的形

态，让更多人认识人参，选择人参产品。

助力家乡
擦亮“长白山人参”品牌

当下，吉林省正举全省之力打造“长白

山人参”区域公用品牌。目前，吉林省已开

发出人参食品、药品、保健品、化妆品、生物

制品等五大类 3000多种精深加工产品。

“人参消费市场正在不断释放需求，

现在是最好的机遇期。”多名人参行业的

创业者都有这样的共识。

“我们的人参产品研发技术并不差，

很多技术是领先的，短板在人参文化和人

参使用方法的推广上。”从事人参种植、

生产和销售一体的创业者张喜林说。

深耕人参行业 10 多年里，张喜林设

计推出过多种销量不错的产品。“销量虽

然不错，但仍然是小众群体使用。”张喜

林解释说，吉林省作为人参生产大省，本

地消费人参并不多，产品大部分销往南方

和东南亚，北方市场还有很大的开发空间。

在打造和推广“长白山人参”品牌的

过程中，像张喜林一样有思考、会创新的

青年创业者成为不可小觑的力量。

在张喜林看来，让传统滋补时尚化，

做轻滋补类型产品，可以更好地进入年轻

人消费市场，也更易于向受众推广。

“筛选和销售高品质的人参，让消费

者买到好品质且价格合理的人参产品，是

我们人参销售者最应该做的。”创业者马

晓彤通过电商带火了家乡的好人参。

“人参姑娘”是马晓彤做直播带货时

的网名。她的家乡在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

万良镇。抚松县被誉为“中国人参之

乡”。而位于万良镇的长白山人参市场，

是人参行家必去之地，人参的年交易量占

全国交易总量的 80％。

多年前，马晓彤放弃了在深圳的“好

工作”回到家乡，一心想改变家乡好参

卖不上好价钱的传统销售模式。她成为

当地第一批通过直播带货销售人参的创

业者之一。

在深圳工作时，马晓彤经常看到去韩

国出差的同事带回来价格昂贵的人参产

品，这些产品的原料很多都来自她的家

乡，而家乡的参农们只能赚个辛苦钱。

如今，在万良镇的道路两侧，是一家

家的人参产品经销店。这些店铺大多由年

轻人经营和打理。不同于早些年以销售人

参原料为主，现在店铺里各种人参深加工

产品琳琅满目。

这些回到家乡、留

在家乡的年轻人，正通

过电商平台，用活跃的

思维，把家乡的高品

质人参源源不断销往

全国和世界各地。

一株人参可以如何变身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
保定供电分公司团委始终紧握

“服务大局、服务青年”两个抓
手，不断提升团组织号召力、引
领力、支撑力，深化实施“青年精
神素养提升工程”，开展“青年成
长积分”评价，在履职担当中托
举青年成长成才；高质量组建青
年突击队，引导带领青年在抢险
救灾、电力保障、优化营商环
境、服务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等
急难险重任务中建功立业。近

年来，涌现出全国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全国新时代
青年先锋、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获奖项目、全
国电力行业技术能手、全省“五一劳动奖章”等先进
典型，营造出向上向善的青年发展环境。未来，我们
将深化实施青年创新创效行动，为青年成长引路、托
举、护航，在保定“青年发展型城市”和“现代化品质
生活之城”建设新征程中贡献电力智慧和青年力量。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

公司保定供电分公司

团委书记 沈嘉昆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
限公司长春站团委始终锚定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工作
主线，深度探寻共青团工作
与车站运营的契合点，持续
为青年成长成才搭建广阔平
台，在志愿服务与双创立功领
域取得显著成效。

在志愿服务领域，长春站
团委大力推动“青马工程”落
地，组织青年志愿者深入学习
理论知识，筑牢思想根基，依托

“青字号”服务品牌，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
活动。如在春运、客流高峰期，招募大学生志愿者；
设立“沈铁学雷锋志愿服务站”为旅客提供引导咨
询、行李搬运等服务；组织青年志愿者走进社区，
开展铁路安全知识普及活动。在双创立功方面，长
春站团委积极开展岗位练兵、技能竞赛等活动。其
中开展青年职业技能竞赛3次，评选出站级青年岗
位能手 7 名，鼓励他们针对车站运营管理中的难
题，开展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推动车站安全生产和
服务质量的双提升。

在长春站团委的引领下，团员青年勇挑重担，为
长春站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

有限公司长春站团委

书记 纪 兵

生长中的吉林人参。 受访者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实习生 郭安琪

“太意外，没想到我们这款凤冠

火出圈啦！”近日，安徽工业大学化

学与化工学院化学生物学专业的徐

若涵、庄昕昱、王尧睿 3 名大一女

生，耗时 4 周用易拉罐制作的珠翠

凤冠在网络平台上刷屏。这件融合

传统美学与环保理念的小小手工艺

品，不仅在校园内引发关注，更收获

了网友们的点赞。

谈及创作初衷，徐若涵介绍，这

本是学校“创造学与创新创业能力开

发”课程的小组作业——利用废品再

造新物。巧合的是，这 3名理工科女

生对手工制作与传统工艺抱有共同的

热爱：徐若涵自幼受奶奶影响，对手

工技艺耳濡目染；庄昕昱热衷缠花、

刺绣；王尧睿则在香薰制作、绘画、

刺绣等领域颇有心得。

该校“创造学与创新创业能力开

发”课程旨在通过“每日一设想、每

日一观察、每周一交流、每学期一创

意、每人一项专利”等实践活动，培

养学生训练创造性思维及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徐若涵对凤冠的特别关注，源自

视频平台 B站中，一些知名非遗博主

对传统技艺的还原视频。“他们的努

力让我看到，古老工艺在现代视角下

依然充满生命力。”她说，凤冠繁复

的装饰与精巧的结构深深吸引着她，

让她萌发了用现代材料诠释传统凤冠

的想法。

在材料选择上，三人展现出“变废

为宝”的环保巧思：易拉罐的金属质感

与光泽，经加工后能呈现类似传统金

属饰品的效果，其环保属性也与创作

主题高度契合。而整顶凤冠使用了约

20个废弃易拉罐。

徐若涵举例，蓝色翠羽部分需先

将易拉罐裁剪成特定形状，再用蓝色

喷漆上色，模仿点翠工艺的效果；凤

凰纹样的制作则更为复杂，需先在纸

上绘形，再裁剪罐片并喷涂金漆，为

增强立体感，还要用罐片在平面凤凰

上镶嵌出立体鳞片。

值得一提的是，团队在珍珠配饰

部分创新性采用快递包装的泡沫小

球，围绕“玛瑙”（由玻璃仿制） 进

行镶嵌，既保留了立体装饰感，又暗

藏环保巧思。在工艺上，团队借鉴景

泰蓝掐丝珐琅技法，将金属细丝按纹

样掐制成形并粘焊在翠羽边缘。“这

种传统工艺能让翠羽金边更显精致华

丽，凸显层次感与质感。”徐若涵解

释道。

凤冠形制主要参照明代经典样

式，同时融入艺术家王依雅 《繁空

录》系列展览展示中的设计元素，并通

过查阅大量历史文献雕琢细节。谈及制

作难点，徐若涵坦言，制作过程并非一

帆风顺，“掐丝时，由于胶水控制不

当，常蹭掉漆色，反复补涂是常态。两

侧挑牌的承重问题更是挑战，我们最初

尝试将挑牌绑在‘凤凰’尾部，却导致

主体变形，最终通过铁丝加固才让挑牌

以完美角度呈现。”

这一个个小细节的打磨，也让团队

深切体会到非遗传承的匠心。

采用易拉罐制作传统凤冠，是否担

心被质疑“不够正宗”？徐若涵直言，

团队最初也曾有过这样的顾虑，“但我

们认为，传统是根基，传承并非一味地

对传统进行简单复刻，融入当下的理念

和审美，才能让传统文化更好地与当代

生活对话。用易拉罐制作凤冠，正是以

新的形式展现凤冠之美。”

谈及创作的感受，庄昕昱感叹，凤

冠制作让她们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与

非遗传承人的不易。尽管三人所用材料

与技法已极大简化了传统工艺的繁复流

程，可制作过程仍困难重重。“不难想

象古人与非遗技艺传承人在传统工艺中

所倾注的心血。比如我们用易拉罐和漆

等代替点翠工艺部分，虽然简化许多工

艺，但仍然费了一番波折。”她说。

参与创作也极大加深了庄昕昱和王

尧睿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理解。她们了解

到，色彩上，传统凤冠多采用红、金等

鲜艳且富有寓意的颜色，象征吉祥、尊

贵，色彩搭配既大胆又具视觉冲击力。

而龙凤和云纹等传统纹样寓意美好，承

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王尧睿在凤冠制作中负责珍珠串

连、易拉罐切割和拍摄工作，她尤其注

意到传统美学的深层内涵——颜色、纹

样皆有文化深意，并非单纯的视觉美

感。此外，凤冠的线条流畅且富有动

感，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韵味。“真正的

传统美学不仅是外表美观，更在于文化

传承、作品意蕴与技艺匠心的交融共

生。”她说。

经过亲身实践，徐若涵认为，传统

文化的传承前景光明。她认为，从知名

非遗博主千万级的粉丝量可见，现代年

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已形成热潮。她

坚信，短视频作为直观且贴近生活的媒

介，能像纽带般连接起古老技艺与年轻

一代，不仅让更多人看见传统文化的魅

力，更能助力其在当代找到新的传承人，

让创新传承脉络在数字时代延续下去。

这段历时 4周的创作经历于三人而

言，早已超越了课堂作业的意义。当 20
个易拉罐经过裁剪、塑形、掐丝、镶嵌等

工序，蜕变为一顶流光溢彩的凤冠时，它

承载的不仅是“变废为宝”的环保理念，

更是传统工艺与现

代生活的对话。3名
女生希望，这件特

殊的手工艺品能被

更多人看见，让传

统工艺的魅力触达

更多人。

仨理工科女生易拉罐巧做“凤冠”变废为宝

□ 孙庆玲

举起相机，将长焦
镜头瞄准远处，耐心等
待一只鸟的“闯入”……
在这个春天，观察、拍摄
鸟类让不少年轻人乐此
不疲。在公园，在野外，
他们举着“长枪短炮”，
严阵以待，当鸟儿出现，
便能听到一阵此起彼伏
的快门声，这一行为被
戏称为“打鸟”，是都市
青年休闲娱乐的新体
验，也成为他们解锁大
自然的一种流行方式。

年 轻 人 为 何 热 衷
“打鸟”？有人说，与其说
这是“爱好”，不如说是
因为“需要”。对于被数
字化生活包围的年轻人
来说，“打鸟”像在算法
和钢筋水泥编织的茧房
中，打开了一扇连接自
然的窗。

当追寻着鸟儿的踪
迹翻出电子屏幕的围
墙，走向“没有天花板”
的户外，每一次清风拂
面、每一声未被降噪处
理的鸟鸣、每一次深呼
吸，都仿佛是人们对抗
都市快节奏生活的“天
然解药”；当鸟儿泛着
光泽的羽毛、植被的盎
然绿意直抵视网膜，手
机屏幕中再真实的画
面也会黯然失色。哪怕
只是无意瞥见，那些在
天地间自由飞翔的身影
也能牵动思绪，将我们
从琐碎的日常“带入一
种从高空俯视平原、山
脉和河流的壮阔想象”。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对于
被手机和网络牢牢绑定的数字原住民来
说，或许是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一种
对技术异化的反思与纠偏——将目光
拽进辽阔天地，重新激活身体感官，去
认真打量、触摸、连接一个真实的自然
世界，一个再逼真的数字建模也无法复
制的世界。

慷慨的大自然仿佛自带“疗愈”功
能，是人们天然的“能量补给站”。对此，
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生物学家等都曾
试图给出科学的解释，甚至在有的国家，
医生会给患者开出“自然处方”，国家公
园也成“处方药”的一种。这或许并不难
理解，人类从自然中演化而来，我们的祖
先曾跟随二十四节气感受自然的律动，
在四季枯荣中领悟生命的哲学，对自然
的亲近与热爱早已刻进我们的基因。

除了“打鸟”，还有人爱好观云，“收
藏”不同形态的云彩；有人沉浸于户外
徒步，行走在山川湖海间；有人在荒野
中搭建帐篷观察星空，也有人对挖野
菜、户外野餐乐此不疲……年轻人以不
同的方式奔向旷野、重返自然，除了对
自然的本能亲近，也是一种连接其他生
命的需要。

在《亲生命性》一书中，作者、社会生
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认为，人类潜意识
中寻求与其他生命的联系，人类关注自
然和其他生命形式并与之联系的倾向，
在一定程度上有遗传基础。而大自然，
就是与他人、与其他生物建立连接的天
然场域。

约上三两好友，赏花观鸟、追星逐
月、谈天说地，既提供了人们观察其他
生命的窗口，也是人与人在共同体验中
建立连接的契机，这对于“高压”的都市
生活何尝不是一种精神慰藉？

尤其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钢筋
水泥构建的“人造环境”切断了人与土
地、生物的直接关联，人们如被打散的原
子般飘浮在数字技术打造出的世界，甚
至迷失在虚拟与现实、虚无与真实之间。
而重返真实可触的大自然——人类的源
起之地，“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
盛”，此时的大自然已不仅仅是一道风
景，更为人们提供了对抗孤独与虚无的
实体参照，是一种“精神之锚”。

科技发展狂飙猛进，“赛博”世界眼
花缭乱，数字化不断让虚拟逼近真实，人
工智能又让人不得不追问“人何以为
人”。我们可以在人工声光电营造的氛围
中获得短暂的快乐，但当摘下耳机、熄灭
屏幕，或将被更大的虚空包裹。在某一瞬
间，或许你会思考生活究竟有何意义？人
生的价值该去哪里寻找？显然，这些问题
的答案不存在于虚拟世界里，而在生命
与生命深厚的连接中。

于是，有人发起“手机戒断”小组，有
人试图找回消失的“附近”，有人奔赴旷
野复返自然……当下的年轻人在反思，
也在行动，试图寻回在技术洪流中被忽
视的东西，在自然世界中体验另一种生
活方式，也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寻找一
个坚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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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女生拿着凤冠合影。 安徽工业大学新媒体中心 韩 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