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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好“花经”蓄动能他山之石

产业链条不断延展政策支持

观观点点

近些年来，京津冀地区鲜花经济日益繁荣，成为高质量发

展中的一抹亮色。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看花、赏花、买花、种花成为生

活日常，鲜花经济更催生着千亿级消费新业态。尤其在消费

能力较强的大城市，鲜花店愈发受到追捧，智能销售终端带来

新的增长点，包月鲜花送上门模式更是让鲜花销售摆脱了淡

旺季冰火两重天的传统困局……需求侧变化显著，销售侧创

意十足，种种利好为生产端送来浓浓暖意。

时令性是花卉行业最大的特点。围绕庞大的京津冀花卉

消费市场，农业基础雄厚、交通条件优越的河北大有可为。就

拿廊坊永清县来说，该地紧抓北京多家花卉市场疏解腾退的

契机，成立“京南永清花卉交易中心推进专班”，吸引176家北

京商户转移至此。它们不仅带来了客户资源，更将具体需求

带到了田间地头。菊花、海棠、小玫瑰、君子兰等品种均可在

永清种植，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邢台、衡水等地政

府也因地制宜，完善政策，扶持农民发展花卉业，有的经销多

肉植物，有的搞起赏花旅游，有的进行花卉深加工……“协同”

春风下，处处繁花盛景，展现勃勃生机。

鲜花经济红火，但市场挑战仍在。以90后、00后为主的

消费群体，更愿意为新奇、稀有的鲜花品种买单，产生了更为

细碎的“反向定制”需求。这种“定制”也意味着，他们所期待

的每一束花都是不一样的，都需要带点“故事”，融汇外形之

美、文化之美，诠释生活之美。消费者审美升级，花卉产业更

须升级。京津冀应继续用好协同机制，促进智力资源、科技资

源、资本优势与花卉种植相结合，全面推进产业升级，让花香

不仅弥漫三地，更能飘向全国。

菜花黄、樱花白、桃花红……春和景明，万物生辉。消费

者悦己，种植者得利，在协同共赢的美景中，人人都能带走一

束春天。

协同铺就“花”样致富路
□鲍南

“以花为媒”助力乡村振兴河北实践

“2021年我国花卉产业虽然受到新冠肺炎

疫情的一定影响，仍然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

局。花卉生产水平明显提高，产品结构不断优

化，消费渠道日益扩展，交易方式更加快捷多

样，网上消费日趋成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

快，呈现出新的活力。”中国花卉协会秘书长张

引潮说。

2021年，我国花卉零售市场规模达2205亿

元，比2020年增长17.5%。花卉国际贸易也有新

突破。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花卉进出

口贸易总额首次突破7亿美元大关，较2020年增

长12.66%。其中出口额4.65亿美元，比2020年

增长20.24%。

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

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提出到

2025年基本建立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有效

机制。这为花卉产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促其在

广阔乡村大展身手；同时，推动花卉业现代化发

展，助力更多花卉产品走进千家万户。

眼下，各地“花经济”遍地开花，花卉种植

集约化、规模化、绿色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花卉

产业与旅游融合进一步深入，花卉全产业链不

断发展，花卉产业质量和效益持续提升。

云南是行业公认的花卉产业高地。从规模

上看，云南省是主要的盆花生产中心，是全国最

大的鲜切花生产中心，世界三大花卉生产区之

一，占有全国65%以上鲜切花市场份额，花卉出

口全国排名第一，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鲜切

花交易中心。经过多年努力，云南一些优质的花

卉企业正逐步朝着集科研、生产、加工、交易、运

输、销售和社会化配套服务为一体的全产业链体

系迈进，自信地踏上世界花卉贸易的舞台，充分

展示魅力。

在北京，花卉产业链最完整的要属门头沟区

的玫瑰产业链，仅传统的玫瑰花产业衍生产品就

有玫瑰花酱、花茶、花酒、护肤品、精油等。同时，

门头沟区玫瑰产业链还向加工相关产品、发展休

闲农业等方面进行深度延伸。受疫情影响，近两

年妙峰山玫瑰之约游园活动已暂停，但玫瑰花种

植及衍生品收入依然可观，玫瑰产业成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特色产业。据门头沟区妙峰山镇

副镇长李凯介绍，2021年妙峰山镇依靠玫瑰花带

动村集体旅游收入180多万元，农民个人出售玫

瑰花产品收入达160多万元，有力促进了当地农

民就业增收。

“65万亩”是河北省林草局印发的《河北省

林草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中提出的

到2025年花卉产业发展目标，规划提出“实施

‘两环带动，重点辐射’战略，重点抓好环京津

高档盆花基地和产业园区、环省会特色盆花和

观赏苗木基地、县域特色观赏苗木和花卉产区

建设，加强花卉种质资源保护和良种选育繁

育，规范标准化生产，完善生产、流通、服务体

系，加快创建全国知名花卉地理标志，提升花

卉产业的整体水平。”近年来，河北省各市不断

推进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服务高品质生活，

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花卉种植业，助力乡

村振兴。

遍地开花““花经济花经济””

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北梅基地种植10余万

株梅花，花开时节，红梅若霞、白梅淡雅、绿梅脱

俗；阜城县桑庄村的700亩杏梅花绽放，层层叠

叠；枣强县东李纸坊村的千亩杏花争艳……吸引

着市民们驱车前往打卡游玩。为把“花”景变

“钱”景，衡水市“以花为媒”拓展产业新形式，将

赏花经济从赏花拓展到农村休闲旅游、农产品深

加工等多个领域，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推手。

花香阵阵，人来人往，在廊坊市永清县龙虎

庄乡前刘官营村的恒都美业现代农业园区，商

户们借着鲜花市场销售旺季抓紧出货。2010

年，恒都美业现代农业园区正式开园，通过建设

花卉交易市场，发展花卉特色农业。实践中，他

们牵手前刘官营、前店、北孟等周边11个村街，

创新“恒都美业+村街+种植合作社+花卉商

户+种植户”模式，打造企业、花商、花农利益共

同体，有效带动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近日，在栾城区农林高科技园区内，一辆载

满仙客来花卉的货车正缓缓驶出园区大门，奔

往位于郑州的花卉销售市场。园区负责人孙秀

芝介绍，园区采用了国内外最先进的栽培技术

进行生产种植，从品种选择、育苗、基质、上盆，

到开花上市销售，整个栽培周期都按照标准化

栽培技术进行管理，使仙客来盆花株形美观、花

色鲜艳、花色丰富。园区的“洛神源”商标被评

为河北省著名商标。栾城区花卉产业以市场为

导向、以农民增收为核心，积极转变农业发展方

式，优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快发展优势特色

产业，进一步推进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步伐，不

断提升和增强“栾城花卉”的影响力和经济驱动

力，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河北省不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

励社会资本参与经济林、花卉和林下经济等基

地建设，对符合条件的纳入现代林果花卉产业

基地建设项目，给予资金扶持。建设经济林、花

卉和林下经济特色产业园区且符合条件的，优

先推荐申报国家现代林业产业示范园区。同

时，各地持续在“花”上下功夫，加强顶层设计，

用花“穿针引线”，花卉产业正在燕赵大地竞相

绽放，拉长、延展产业链的脚步不断加快，更多

更好的花卉产品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进入寻常

百姓生活，提速城市绿化美化建设，带动一二三

产业协同发展。

（本报综合：新华社、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
北京日报、河北日报、长城网等）

“快、快，按下去、快‘抢’……”这是拼“手速”

的时刻，面对快速变化的鲜花价格，资深花商马

金科紧张又兴奋。他必须在一两秒内决断是否

拍花，每天要“抢”上万枝鲜花。昆明斗南被誉为

“亚洲花都”，鲜花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

昆明国际花拍中心，平均每天有450多万枝鲜花

从拍卖大厅“走”向各地，拍卖量占园区鲜花拍卖

市场的75%左右。

“鲜花是易损品，采收后需快速交易。”昆明

国际花拍中心副总经理冯怀斌说，公司于2002

年引入了荷兰降价式拍卖系统，通过不见面、无

接触的模式促进鲜花从对手交易走向电子交易。

“931万枝是去年8月3日的拍卖数量，也是

亚洲鲜切花单日拍卖纪录。”陈飞说，中心从最初

的3口交易大钟、300个交易席位，成长至12口

交易大钟、900个交易席位，去年鲜花拍卖量约

20亿枝，创造了开市以来最好成绩。

斗南花卉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顾朝飞介绍，

园区积极引导企业开发线上电子商务平台，多举

措助力鲜切花交易量、交易额双双“破百亿”。

伴随着“云花”逐步走向世界，云南本土的优

秀花卉企业不断延伸产业链，在加强自主品种培

育与知识产权保护、推广绿色高效栽培技术、强

化物流体系建设、打造“云花”品牌等方面持续发

力，并向着高端迈进。

花卉产业健康发展，离不开种植标准化和产

业规模化。

近年来，广州市从化区与华南农业大学、中

科院华南植物园、广东省农科院等机构展开广泛

合作，累计制定28项花卉行业标准，其中中国农

业行业标准1项、广东省地方标准技术规程8项、

广州市农业技术规范13项、企业标准6项，实现

花卉标准化种植基地全覆盖。

随着数字农业的兴起，从化在数字农业方面

的探索和应用也越来越多：建成花卉产销物联网

系统、花卉交易智能化系统、花卉产业园大数据

可视化平台，升级配套生物工程中心灭菌器、激

光尘埃粒子计算器、环境监测系统等数字化装

备。据统计，数字化花卉经营面积已占从化花卉

产业园总面积的60%以上。

同时，依托从化花卉产业园建设，从化花卉

产业园打造了多个国家3A级景区、省级特色小

镇等网红打卡点，花旅融合项目渐成时尚，带动

休闲农业、观光农业、乡村旅游迅速发展。2021

年，产业园区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旅游收入

达18亿元。

芍药又被称为“五月花神”。随着鲜花电商

的快速发展，在“订单农业”的加持下，原本花期

只有一两周的芍药，正在实现三四个月的“超长

待机”。与此同时，加入芍药鲜花产业的新农人

也实现了稳定增收。

在山东菏泽，越来越多的新农人开始深耕芍

药鲜花领域。“我们创立了自己的品牌，配备了专

门的加工车间，配备了300平方米的冷库，拥有

自动打包机、清洗机等。”山东省菏泽市大王芍药

基地负责人罗永峰表示，“我们在甘肃和浙江投

资控股了两个基地，从4月初就可以实现供花，5

月底能够持续供应，加上与中国农业大学保鲜技

术的合作，我们的花能销售到6月10日左右。

目前，我们与盒马、抖音等销售平台进行合作，满

足不同的客户群体。”

据盒马花园负责人履言透露，下一步将加快

打造“盒马村”，通过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

让农产品能够长期稳定大量供应，实现下到农户

上到商家的共赢，更好推动市场发展和乡村产业

振兴。

▲游客在首农·紫谷伊甸园中拍照。

在石家庄市藁城区南董镇南洼村一处花卉苗木在石家庄市藁城区南董镇南洼村一处花卉苗木

基地基地，，工作人员在修剪花卉工作人员在修剪花卉。。

工人在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新区一块由弃土场

改造而成的花卉种植基地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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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月月 1818 日日，，市民在哈尔滨花卉市民在哈尔滨花卉

大市场选购植物大市场选购植物。。

延安市宝塔区河庄坪镇赵家岸村的延安市宝塔区河庄坪镇赵家岸村的

花卉大棚花卉大棚。。

（上接第一版）要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

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

推广、转化工作，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

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

和感召力。

习近平指出，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

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

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

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

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研

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

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

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对中华

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继承

和弘扬其中的优秀成分。要建立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

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习近平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

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

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

脚跟的根基。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推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坚持守正创新，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

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

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要坚

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传承弘扬

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要充分运

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更加完

整准确地讲述中国古代历史，更好发挥以

史育人作用。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

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

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要坚持弘扬平等、

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

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

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

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

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

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要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

华文明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

的中国形象。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

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

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

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

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

中华民族。

习近平强调，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

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

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要让更多文物和文

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

会氛围。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

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

值符号和文化产品。

习近平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重视文

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为历史和考古

工作者开展研究、学习深造、研修交流提供

更多政策支持。要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

社会氛围，广泛宣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

究成果，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

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

骨气、底气。

步入石家庄藁城区农业科技园区的花卉大

棚，各色蝴蝶兰竞相绽放，芳菲四溢。园区10

个温室大棚培育80多个蝴蝶兰品种，一年四季

均可培育；

在云南昆明的斗南花卉产业园区，交易市

场里千余种鲜花争奇斗艳；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山云台花园，游客徜徉

在花海中，“赏花经济”成为旅游产业新亮点；

……

花卉产业与旅游业、文化产业、休闲产

业等紧密相连，是一个生机无限的创意产

业。如今，花卉产业不仅是推动乡村振兴的

新引擎，更是扮靓城市、美化家园必不可少

的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