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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晚报》养生汇一等野山参 580 元/
克起，参龄20年及以上，会员享受8折优惠，折
算下来，一支品相上佳，质量可靠的野山参
2000元左右就能带回家。

门店也有性价比较高的等外参，参龄在十
七八年左右，因品相有残缺价格非常实在，168
元 /克起，会员也享受8折，平均下来，每支参
大概价格在600元左右，一盒三支参，费用也
在2000元上下。
地址：海曙鼓楼永寿街6号《宁波晚报》养生汇
热线：0574-87228361

一阵秋雨一阵寒，怕冷的野山参可以吃起来了
来自同仁堂野山参金牌供货商，200支参苗才能出1支

前两天淅淅沥沥的秋雨，在朋友圈里刷出了一波“寒
潮”，很多小年轻们在街头缩着身子直喊凉，上了年纪的
老人们也纷纷从柜子里翻出厚衣服，开始武装起来。一
阵秋雨一阵寒，阳虚怕冷的市民，野山参可以吃起来了。

同仁堂金牌供货商，10余年未发生质量投诉

《宁波晚报》养生汇的野山参去年堪称“冬季爆款”。
10月份开售以来，秋冬两季平均每天都要售出一到两盒，
火爆的时候，一天就要成交十几盒。

热销得益于野山参的上佳品质。去年9月中旬，宁
波晚报社与宁波药材股份有限公司组团来到“中国山参
之乡”——桓仁县考察货源。桓仁位于辽宁东部山区，境
内所产山参感官特色、理化指标均优于长白山脉其他地
区出产的山参，药用和补益价值极高，包括同仁堂、胡庆
余堂在内的国内多家老字号均在桓仁县建立了自己的野
山参货源基地。

经过多方比较之后，宁波晚报社最终与桓仁圣峰参
茸制品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意向。桓仁县圣峰参茸公司是
当地山参龙头企业，公司创始人孙总从事山参行业已有
40多个年头，是国内山参界德高望重的“老法师”，10多
年来，公司一直在向同仁堂供应优质野山参，从未发生过
一起客户质量投诉事件。

自然放养20年及以上，成材率仅1/200

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完全天然生长的纯野山参已经
非常稀少，但在《宁波晚报》养生汇有货。业内一致认为，

人工播籽，在适宜的森林环境条件下，自然生长15年以
上的人参，其药用价值与纯野山差别很小，这类林下参，
行业称之为野山参。

孙总就是国内最早一批自然放养山参，任其自生自
灭的参农。记者在他基地看到，人参被自然栽培在森林
之中，除了基地四周筑起了篱笆防盗，山林中放置了老鼠
夹，公司不对山参作任何人为干预。

据介绍，圣峰公司一亩参田播籽大概在4万颗左右，
20年后能长出的野山参只有八九百株，而品相齐全的等
级参又只有20%，“成材率”仅为200:1。像这类参龄20
年及以上的优质一等参，目前宁波还比较少见。

野山参性平，流鼻血是吃法不对

目前，市场对野山参仍然存在一些认识误区。很多
人觉得野山参性热，容易上火出鼻血。其实，《中国药典》
（2000版）对生晒野山参的药性已有定论，属平，不温也不
凉。

野山参权威专家方土福在《野山参性状鉴别技术》一
书中也提到：“野生人参味甘、微苦、药性平和，适宜人群
较广，不像红参药性偏温，宜于体寒阳虚之人，不宜体热
阴虚之人；不像西洋参药性寒凉，宜于阴虚火旺之人，不
宜阳虚体寒之人。参越老，药性越平和，尤宜老年人。”

方土福说，一些人吃野山参流鼻血并非药性缘故，而
是单次剂量太大，“一根参一口气吃了，难怪要流鼻血。
牢记吃参应从小剂量起步，没不良反应，再加一点，如此
摸索找到自己的最佳剂量。”

周皓亮

17年以上野山参
约600元/支

宁波晚报工作人员在桓仁考察野山参。

本报讯（记者 谢舒奕 通讯员 祁珊）近
日，2018全国青年帆船冠军赛在东钱湖国际
帆船港湾开幕。来自全国的8支参赛队伍、近
百名运动员同场竞技，一展风采。

本次比赛由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主办，
浙江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宁波市体育局、东钱
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承办，共设男子470
级、女子470级、男子激光级、女子激光雷迪尔、
男子激光4.7、女子激光4.7等6个级别，各级别
分别进行场地赛、长距离赛，决出最终冠军。

当天简短的开幕仪式后，全国青年帆船冠
军赛“逸帆风顺”启航赛点燃战火，由组委会、
仲裁、裁判、教练领队组成的4支队伍带领主
礼嘉宾们率先开始角逐，也为比赛进行预热和
助威。这其中有不少帆船界“大咖”，如裁判组
的舵手钱红曾获得过1994年广岛亚运会冠
军、1993年全运会冠军，教练领队组的唐宏是
浙江帆船队主教练，队员拿过全运会冠军、世
界杯冠军。

多年来，东钱湖为打造“运动之湖”，引进
专业帆船俱乐部及团队，着力提高帆船帆板项
目在国内外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多次组织国
际、国内赛事，并通过帆船免费体验、暑假帆船
夏令营、冠军教你学帆船等多种形式的活动，
促进帆船运动的推广，让帆船文化在青少年中
生根发芽。

本报讯（记者 陈爱红 通讯员 陈也喆）记
者昨天从市甬剧研究传习中心获悉，受港澳非物
质文化遗产发展研究会的邀请，10月28日至11
月1日，“梅花奖”“白玉兰奖”双奖得主王锦文将
携甬剧研究传习中心部分演职人员，在香港沙田
大会堂演出原创甬剧《甬港往事》和新创甬剧滩
簧大戏《呆大烧香》，并与港澳非物质文化遗产发
展研究会展开关于稀有剧种发展和传承的研讨。

《呆大烧香》和《甬港往事》自首演以来，
甬剧研究传习中心专门组织专家研讨，不断修
改、提升、推向舞台的同时，一遍遍打磨精
品。国庆期间，经过专家把脉并反复排练的两
部甬剧已在姜山狮山剧院完成演出。修改后的
剧目更加富有戏剧性和宁波地域风情。《呆大烧
香》丰富了唱腔，表演节奏更加流畅；《甬港往
事》增加了女主人公郑李文续的唱词，将剧中
金老板到香港后落魄失意时拉黄包车的桥段，
改为金老板沿街卖汤圆的情节，更能反映宁波
的民俗风情。

“将这两部戏带给香港观众，是经过精心选

择的。《呆大烧香》从传统剧目宝库‘宁波滩簧七
十二小戏’中抢救、挖掘、改编而来，具有浓郁的
宁波风土人情。通俗幽默的宁波老话不仅令人
忍俊不禁，也可以让在香港的宁波人找到当年滩
簧的味道。而《甬港往事》反映在港宁波帮人士
爱国爱乡的情怀，使开拓进取、团结互助、勤俭敬
业的宁波帮精神代代相传。一喜一悲的剧目风
格，一定能让香港观众领略到甬剧独特的魅力。”
王锦文告诉记者。

据悉，这次赴港演出期间，甬剧研究传习中
心还将与港澳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研究会的有
关专家，展开稀有剧种发展传承研讨会。《甬港往
事》演出后，香港的戏剧专家将对该剧进行研讨。

去年11月，王锦文作为中国戏曲表演学会
会员代表，参加了港澳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研究
会、中国戏曲表演学会等单位联合在港澳两地举
办的“戏曲实践经验及理论融合研讨会暨中国戏
曲表演学会年会”，并在会上专门作了发言，因此
受到港澳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研究会的重视与
邀请。

全国青年帆船冠军赛
在甬举行

《甬港往事》剧照。 通讯员 应佩佩 摄

来自全国的各支帆船队集结东钱湖畔。
记者 胡龙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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