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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兰英）由山东省
人民政府主办，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和
菏泽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的 2023世界
牡丹大会，于 4月 8日至 10日举行。其
中我市 4家牡丹企业根据自己的特色
和优势，突出专业性、实效性，将承办
牡丹籽油高值开发与推广论坛、牡丹
产业创新发展高端论坛、牡丹生物科
技与人类健康生活论坛、牡丹中医药
传承创新及特膳食品临床应用论坛 4
个专业分论坛。

“世界牡丹大会是牡丹界的盛会，
知名专家云集菏泽，将有力助推牡丹产
业发展，提升‘中国牡丹之都’品牌影响
力。我们公司将借助世界牡丹大会，借
助我们公司承办的牡丹籽油高值开发
与推广论坛，开发出更多高质量的牡丹
产品，让牡丹为人类带去健康和美丽。”
4月 8日，菏泽市康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王连岗对前来采访的记者介
绍，公司已成功研发出的品牌牡丹籽
油，保持了牡丹籽油原有的营养成分，
保健和医学美容功能也更加安全高效，
公司不断加强科技创新，研发出科技含
量更高更实用的精纯牡丹籽油、小分子
牡丹籽油等新产品。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立足牡丹资
源优势，围绕“依托牡丹、延伸牡丹、超
越牡丹”的发展思路，向着“龙头带动、
品牌引领、文化赋能”的方向转型升级，
以打造“特色支柱产业”为目标，坚持高
起点、高标准、高速度，推动牡丹产业提
质升级。菏泽牡丹特色产业入选省“十
强”产业“雁阵形”集群、省农业优势特
色产业，各类牡丹生产、加工、出口企业
达到 120余家，产品达 11大类、超 260
种。尧舜、龙池、天宝、康普、谷雨等一
批骨干牡丹企业蓬勃发展。

在上一轮“突破菏泽”中，市委市政府
确定了重点产业、乡村振兴、城市功能、营
商环境“四个突破”等工作思路，形成了一
系列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下步，我们要
一如既往坚持下去，同时，要科学分析形
势变化和阶段性特征，进一步明确工作的
方向和重点，乘势而上、开拓进取，推动

“突破菏泽”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
近年来，我们大力实施工业强市战

略，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对比先进地市还
有一定差距。要深入打造“231”产业体
系，加快医药研发创新，加快实施一批高
端石油化工、精细化工、新材料化工产业
项目，全面启动企业技术改造升级三年行
动计划，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工业做
大做强，推动经济总量不断攀升。要充分
激活民营经济活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大胆和企业家交朋友，营造亲清政商关
系、实现政企互助共赢。要全力打造高素
质企业家队伍，充分发挥企业家的头雁效

应，依法保护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保
障他们心无旁骛深耕主业。

江浙地区之所以发展好、活力大，关键
在于县域经济搞得好。我们将聚焦“全域统
筹、县域振兴”，鼓励支持各县区因地制宜、
突出特色、差异化发展，形成“聚变效应”。
要科学规划产业布局，围绕当地特色资源重
点培育相关产业，聚焦前沿产业、新兴产业
抢占新风口、新赛道，全力打造某个产业链
的“链主”，占领产业链顶端。要高效推进招
商引资，尽快转变招商观念、招商方式，重点
招引综合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或细分领域
的头部企业，努力形成“引进一个重点项目、
壮大一个优势产业、催生一个新的经济增长
点”的集群发展效应。要培强做大骨干企
业，通过激励引导、融资支持、“一对一”精准
服务等措施，再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目前，外界对菏泽城市发展的惊叹，

主要来源于变化快、改观大。但是对照区
域性中心城市标准，无论是规模体量、承
载能力还是品质能级方面，都还存在不小
差距。要推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
进展，加快完善重大基础设施配套，不断
提升城市的承载力。要推动城市功能品
质实现新提升，充分用好“一都四乡”文化
名片，突出城市文化、风貌特色，系统推进
城市规划设计。要推动乡村振兴见到新
成效，开展农业全产业链培育计划，鼓励
具备条件的中心镇发展专业化中小微企
业集聚区，着力培育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

“链主”企业，建设一批衔接乡村振兴集中
推进区，引领带动全市乡村全面振兴。

提升民生保障水平，始终是发展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
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基本公共
服务目标人群全覆盖。继续聚焦民生需
求，持续提高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水

平。聚焦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积极开
展乡村教育振兴试点，大力实施教育强镇
筑基和强校扩优行动，尽最大努力缓解城
乡水平差距过大问题。深入开展健康菏
泽行动，加快推进国家区域性医疗中心、
市县疾控中心标准化等一批重点医疗卫
生项目建设。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机制，
持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不断提高群众的
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时间不等人、机遇不等人、发展不等
人。面临基础夯就、优势叠加，蓄势待发、
追赶进位的关键时期，面对弯道超车、乘
势而上的“窗口”机遇，“时”和“势”不容错
过。在新的形势下，全市上下要树立追求
卓越、创造一流，敢为人先、引领潮头的意
志和决心，以只争朝夕、奋勇向前的责任
感，锚定目标，笃行实干，真正以过硬本
领、优良作风、扎实成效，为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蓄势赋能，推动“突破菏泽”向更深
层次、更高水平迈进。

推动推动推动“““突破菏泽突破菏泽突破菏泽”””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
—— 二论学习贯彻新一轮“突破菏泽”推进大会精神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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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具特色 专业实效

我市 4家牡丹企业承办专业分论坛

唯有牡丹真国色唯有牡丹真国色 姹紫嫣红满城春姹紫嫣红满城春

菏泽牡丹进入最佳观赏期菏泽牡丹进入最佳观赏期

牡丹在菏泽绽放，世界正爱上菏泽牡丹。2023年
世界牡丹大会，让菏泽牡丹不单单只是花的一种，更是
成为了一种标志，一种元素，一种与世界沟通的方式。
4月 8日上午，2023世界牡丹大会在菏泽市会盟台如期
举行，全球关心热爱牡丹产业发展的有志之士汇聚一
堂，共话牡丹、共商合作，共谋发展大计。

菏泽牡丹拥有 9大色系、10大花型、1280个品种，
已成为全世界面积最大、品种最多的牡丹生产基地、科
研基地、出口基地和观赏基地。以花为媒，广交朋友，
世界牡丹大会为牡丹产业搭建了一个增进交流、加强
合作、扩大开放、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汇聚了国内外
牡丹种植、加工、科研、文化、营养保健等领域的众多专
家学者。

“菏泽牡丹有三个特性，第一个叫雍容气，第二个
叫英雄气，第三叫民间气。”在大会主旨演讲环节，长期
致力于研究菏泽牡丹文化的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教授蒙曼是这样评价菏泽牡丹的。

蒙曼认为，民间气是菏泽牡丹的独到之处。为什
么？因为讲唐朝的牡丹时，主要讲宫廷的牡丹，讲寺院
的牡丹；讲宋朝的牡丹时，主要讲名园的牡丹；讲到曹
州牡丹，我们讲什么？讲老百姓庄稼地里的牡丹，讲满
山遍野的牡丹。现在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能够在菏
泽欣赏牡丹，有赖于牡丹这样大面积的种植，这就是牡
丹的民间气。其他地方当年没有做到，但是明清以来，
菏泽做到了。

而今，菏泽牡丹不仅有观赏价值，更有产业价
值。 一组数据足以说明问题：2022年，菏泽牡丹产业
实现总产值 102亿元。菏泽对全国牡丹种植苗木的支
持率达 85%以上，苗木出口率占全国的 90%。

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
研究所研究员李培武十分关心牡丹产业发展。本届大
会上，李培武阐述了自己对牡丹产业独特的理解。李
培武表示，菏泽牡丹产业发展要以效益为牵引，开发有
市场需求的新型食用油、化妆品、观光旅游等新产品，
提升国际竞争力及作为油料作物的竞争力，有党和政
府的大力支持，有企业、科技、教育推广和媒体领域专
家的积极推动，菏泽牡丹产业定能再上新台阶。

在专家演讲环节，中国药科大学中药学院教授张
春凤介绍牡丹花粉抗良性前列腺增生药性评价报告，
北京联合大学保健食品功能检测中心主任闫文杰介绍
牡丹籽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功能研究，中国农
科院牡丹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园艺学会牡丹芍
药分会理事长张秀新分享了牡丹全产业链领域开发研
究心得……专家们围绕牡丹种植、加工、研发、市场营
销等方面，为菏泽牡丹产业发展建言献策，与会嘉宾在
对话中共享智慧、凝聚共识。

2023世界牡丹大会以“创新、合作、发展、共享”为主题，主会场设在山东省菏泽市，
在荷兰南荷兰省、重庆垫江设两个分会场。主要内容为一个主旨论坛、八个分论坛、牡
丹赛花会、牡丹产业成果展以及故宫牡丹菏泽书画展。

会场外，一座题为“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的展板屹立在会盟台正门。从会址远
眺，蓝蓝的天空漂浮着白云，阵阵牡丹花香随着春风扑面而来，将“菏泽牡丹故事”传向
世界各地。

记者 李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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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亚楠）4月 8日下
午，2023世界牡丹大会——牡丹中医药
传承创新及特膳食品临床应用分论坛
在市委党校举办。市政协主席王卫东
出席活动并致辞，市牡丹发展工作领导
小组副组长侯婕主持活动。

王卫东在致辞中表示，菏泽是享誉
中外的“中国牡丹之都”，牡丹种植已有
一千多年的历史，牡丹全身都是宝，花、
蕊、茎、叶都有很高的保健价值，是特膳
食品绝好原料。牡丹的根加工成丹皮
是名贵中药材，菏泽也是中国四大丹皮

主产地之一，所产的“曹丹”则是道地中
药材。

王卫东指出，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大力
发展牡丹产业，建成了全球种植面积最
大、品类最多的牡丹科学培育、贸易出
口、产业创新基地，菏泽现已发展成为世
界牡丹产业核心区。菏泽牡丹产业是一
个新兴产业，是前景无限、大有可为的朝
阳产业，希望各位来宾为菏泽牡丹高质
量发展多提意见建议，为菏泽牡丹产业
的全面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牡丹中医药传承创新及特膳食品临床应用分论坛举行

本报讯（记者 胡德光）4月 8日，2023
世界牡丹大会在我市举办。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宝文，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党组书记杨东奇，副省长陈平，外
交部外管司二级巡视员张华，省人大常委
会原副主任崔曰臣，省自然资源厅厅长赵
晓晖，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红旗，省委外办
副主任孙业宝；市委书记张伦，市委副书
记、代市长李春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
磊，市政协主席王卫东出席。

张宝文在致辞时，向大会的召开表示
祝贺，向广大牡丹从业者表示问候。他指
出，牡丹是中华文明发展繁荣昌盛的象
征。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注牡丹发展，在
菏泽视察期间，对牡丹事业发展作出重要
指示要求。十年来，菏泽市委、市政府牢记

嘱托，立足特色、发挥优势，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绩，为牡丹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领导下，在各位专家学者的积极探索下，
在菏泽这片热土的培育滋养下，牡丹这朵
富贵之花一定会开得更美、更艳，牡丹事业
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陈平代表省政府对大会的举办表示祝
贺。他说，菏泽历史厚重、文化灿烂，区位优
越、通衢八方，蓄势待发、后势强劲。近年来，
菏泽立足资源禀赋优势，积极探索牡丹产业
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在品种繁育、科技研发、
品牌培育、文化旅游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
效。以花为媒，广交朋友，世界牡丹大会为牡
丹产业搭建了一个增进交流、加强合作、扩大
开放、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希望大家以此为

契机，发挥各自优势，加强沟通交流，深化互
利合作，共同推动牡丹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张伦在致辞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参
会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
我市基本情况。他说，菏泽是一座底蕴深
厚的魅力之城、四通八达的便捷之城、绚丽
多彩的牡丹之城。此次世界牡丹大会必将
有力推动牡丹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必将
为菏泽加快实现后来居上提供宝贵契机。
诚邀同仁志士共同传递和弘扬牡丹这份

“国色天香”，传承和创新牡丹这份“文化国
粹”，发展和推广牡丹这份“健康财富”，参
与和支持“中国牡丹之都”发展，让更多活
力动力注入菏泽后来居上新征程，共同谱
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阿尔巴尼亚、斯里兰卡、塞浦路斯驻华

大使，故宫博物院原常务副院长王亚民先
后致辞，一致认为，牡丹产业是菏泽的优势
产业，世界牡丹大会的举办为牡丹产业发
展搭建了一个重要的交流合作平台，将切
实发挥自身优势，共同宣传好菏泽牡丹，推
动牡丹产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主旨演讲环节，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北京大学教授杨开忠，文化学者、中央民族
大学教授蒙曼，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
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培武等先
后进行演讲。

会上，还举行了工笔牡丹画研究院揭
牌仪式、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中心菏泽分中
心启动仪式、招商引资项目签约仪式。

有关市领导，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牡
丹种植、加工企业代表等参加大会。

2023世界牡丹大会在我市举办

据《大众日报》消息 4月 7日上午举办的 2023青岛数字文化
应用发展大会开幕式上，发布了《山东省文化数字化行动计划》。
山东将依托有线电视网络设施和广电 5G网络，建成山东文化专
网，到 2025年基本建成山东文化数据库，关联思想理论、文化旅
游、新闻出版、影视文艺等领域，汇集文物、古籍、戏曲、非遗、农耕
文明遗址等数据资源。

根据《行动计划》，我省将推动文化机构常态化开展文化资源
数字化转化工作。建设山东文旅融合数据库、山东融合出版数据
库等行业数据库，及山东古籍数据库、山东广电音视频数据库、山

东报刊影象数据库、华服设计资料库等专题数据库。文化机构要
按照统一标准，开展文化资源科学分类、规范标识和文化数据关
联工作，通过文化专网接入山东文化数据库。

《行动计划》明确我省将实施 11个重大数字文化产业工程：中
华文化体验廊道数字工程、山东手造数字赋能工程、数字文化产
业高地建设工程、数字创意设计平台培育工程、网络视听新业态
孵化工程、动漫游戏全产业链提升工程、数字文化装备集群壮大
工程、虚拟现实创新中心推进工程、数字出版融合创新工程、智慧
文旅品牌创建工程、数字文化消费场景提升工程。（赵琳 张忠德）

《山东省文化数字化行动计划》发布，将实施11个重大数字文化产业工程

2025年基本建成山东文化数据库

4月 7日，曹州百花园内，中国花卉协会牡丹芍药分
会会长王莲英和相关专家，在大田牡丹花丛中鉴定牡丹
新品种。

眼下，菏泽各大园内牡丹花开正艳，花朵硕大的牡
丹，花瓣层层叠叠，在绿叶的衬托下显得更加动人。牡
丹专家孙文海介绍，曹州百花园内自行培育的丹顶鹤、
梨花迎雪、蓝蝴蝶、景玉等众多牡丹品种已经盛开，随着
第 32届菏泽国际牡丹文化旅游节开幕，大田牡丹进入最
佳观赏期，整体花期可持续至 4月底。

“花大色艳、艳丽多姿，来一趟菏泽，真是不虚此行
……”来自内蒙古的游客韩国芳告诉记者，各色牡丹盛

开，游客在花丛里流连忘返，或频频拍照、或俯身花海，对
菏泽牡丹赞不绝口。

一夜春雨润，牡丹花盛开。前几日的降雨，让牡丹
更加娇艳欲滴，有效延长了整体花期。

“搭载神舟三号飞船，历经 6天 18个小时，在太空围
绕地球旋转 108圈，然后栽种在百花园内。各位老铁，这
里就是盛开的太空牡丹……”退休后的王令春成为一名
网络主播，他四处收集牡丹资料，为的就是在花开时节
宣传好菏泽牡丹。

曹州百花园内，游客可欣赏到 500余株百年以上牡
丹和众多珍品牡丹品种，还拥有“太空牡丹”近百株。

“我身后的这株明代牡丹铜雀春，现在已经进入盛
花期，花开近百朵。”孙文海介绍，铜雀春开粉色花、荷花
型，是明朝工部尚书何应瑞私家花园培育的，目前为中
国株龄最古老的“牡丹王”之一。

走进牡丹之都，遇见花样菏泽。每年花开时节，来
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给菏泽各大牡丹园带来良好的经济
效益，更擦亮“中国牡丹之都”名片。目前，菏泽观赏牡丹
拥有 9大色系、10大花型、1280个品种，培育新品种数量
占国内总量的 80%，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品种最多的
牡丹生产基地、出口基地和观赏基地。

文/图 记者 张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