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天地苍穹到烟火人间，千百年来，一朵娇艳
的牡丹留下了令人回味无穷的传奇故事和眼前的
繁花似锦。

牡丹是菏泽最靓丽的名片，也是最具特色的
产业，牡丹产业发展关系着经济社会效益、菏泽城
市形象和千万菏泽人的精神家园。近年来，菏泽
持续推动牡丹种植、牡丹加工、牡丹商贸、牡丹文
旅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巩固提升牡丹产业优势地
位，持续擦亮“中国牡丹之都”名片，推动牡丹产业
向市场化、高端化、集群化方向发展。

在菏泽在菏泽““开花开花””到世界到世界““飘香飘香””

福建、浙江、四川、安徽、湖北、河南、新疆……
入秋以来，一株株“菏泽籍”牡丹种苗输往全国各
地，随后落地生根、抽枝散叶、开花结籽。

“我们牡丹种植合作社今年 7月份线上预售，8
月 15日开始陆续发货，预计今年可以销售牡丹种
苗 10万余株。”11月 12日，牡丹区牡丹街道花农赵
孝华介绍，“南起广东、广西、云南，北至黑龙江，西
到新疆，都有我们菏泽牡丹的踪影，今年整个牡丹
销售季可以持续到 11月下旬。”

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今年悄悄出现的“牡丹超
市”助推菏泽牡丹香飘全国。通过“牡丹超市”,借
助“互联网+”，广大客户可以现场挑选牡丹，线上
下单、线下收货。“我们‘牡丹超市’里的牡丹有五六
十个品种，广大客户可以现场挑选自己心仪的牡
丹。”赵孝华向记者介绍，通过“牡丹超市”，客户可
以像超市购物一样现场挑选自己心仪的牡丹。

“牡丹不同于一般商品，它的价值不仅体现在
花色、品种上，还受株龄、植株形态等因素的制约。”
赵孝华介绍。记者注意到，在赵孝华的“牡丹超
市”里，一株株牡丹“假植”在特制的基质里，植株上
悬挂着一个个吊牌，上面注明牡丹品种，如擎天
粉、贵妃插翠、百园红霞、姚黄、豆绿等。

眼下，和赵孝华一样忙于牡丹销售的，还有很
多牡丹从业者。预计今年菏泽在全国销售牡丹种
苗超 1000 万株，催花牡丹、芍药预计突破 60 万
盆。销售范围北至黑龙江、南到云南等地。

与此同时，数百万计的牡丹种苗从菏泽“开
花”，到世界“飘香”。日前，在位于牡丹区黄堽镇的

菏泽牡丹出口示范区，工人们正在加工即将出口
的牡丹种苗。“这批牡丹即将出口到韩国，这是一
个共计 20万棵牡丹、芍药的订单。”菏泽牡丹商会
会长吴勇华介绍，2022年菏泽走向世界的牡丹种
苗达 320万株，今年有望超过去年。

目前，菏泽牡丹占世界牡丹种苗交易量的
70％以上，占全国牡丹种苗出口量的 80％以上。
菏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牡丹生产、繁育、
出口基地，知名度和影响力逐年增强。

““接二连三接二连三””融合发展融合发展

花可赏、根入药、籽出油、蕊制茶、瓣提露……
牡丹浑身都是宝。

生产、包装、打码、装箱……日前，菏泽尧舜牡
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内，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
象。车间内，几名工人正在牡丹籽油包装生产线
紧张地忙碌着，旁边的工人正在包装、打码。随
后，这些牡丹籽油将装箱上市，走上百姓餐桌。

一朵花成就一个产业，一朵花惊艳一座城
市。为深入探讨牡丹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
发展路径，10月 26日，由中国花卉协会牡丹芍药分
会和菏泽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牡丹产业高质量
发展座谈会在菏泽召开。会上，来自牡丹行业的
知名专家就牡丹种植、化妆品、保健品等产业发展
作交流发言，河南洛阳、重庆垫江、甘肃临夏等牡
丹主产区代表，分别介绍了当地的牡丹产业发展
情况。菏泽尧舜牡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布了包
括牡丹籽油、牡丹茶以及牡丹日化用品等系列新
产品，向与会者展示了菏泽牡丹的最新研究成果。

“作为全国牡丹产业发展核心区，菏泽要立足
资源优势、抢抓发展机遇，增强牡丹化妆品的科技
力、产品力、文化力、传播力，推动牡丹产业发展迈
上新台阶。”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理事长
颜江瑛说。

菏泽立足牡丹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稳种植、
深加工、塑品牌，推动牡丹产业从单纯观赏到“接
二连三”融合发展。全市各类牡丹生产、加工、出
口企业达到 120余家，开发出牡丹籽油、牡丹茶、牡
丹日化品和牡丹生物医药类产品 260余种，产品远
销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去
年实现产值 102亿元，牡丹特色产业入选山东省

“十强”产业“雁阵形”集群。为全力推动牡丹发展
再上新台阶，2023年 8月，菏泽确立了“125”总体思
路，即打造一个牡丹发展核心区；突出产业培育、
文化延伸两个方向；抓好企业培育、科研创新、节
会举办、宣传推介和平台建设五项重点工作，力争
到 2025年牡丹产业总产值达到 120亿元以上，打
造“最燃投资地”。

菏泽牡丹品种培育实现由群众自发育种、自
然杂交育种向定向育种、远缘杂交育种、太空育种

的转变，观赏牡丹种植取得新成效，建设牡丹芍药
标准化种植基地 30余处、千亩以上牡丹芍药种植
基地 3个，拥有千亩以上牡丹和芍药观赏园 6个、四
季牡丹盆栽基地 3个、牡丹催花集中培育中心 5个。

从从““一花独秀一花独秀””到到““双花齐放双花齐放””

怎一个“火”字了得，2023年，菏泽芍药鲜切花
销售量突破 1亿枝。继牡丹之后，芍药鲜切花已经
成为促进菏泽“美丽经济”发展的新的“引爆点”。

菏泽芍药鲜切花经历了一个厚积薄发的发展
过程，近年来芍药鲜切花产量、销量不断攀升，行
业发展已进入快车道，市场前景越来越广阔。

“今年菏泽芍药之所以‘出圈’，与它花大色艳
的自然属性密不可分。”菏泽星光牡丹专业合作社
总经理庞绍国说。从产业现状上看，菏泽芍药观
赏性强、品种全、销量多，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芍
药鲜切花主产区。在品种方面，菏泽芍药拥有国
内传统品种约 460个、进口品种约 170个。

菏泽牡丹芍药切花协会会长周长玉，自 1995
年便进入芍药鲜切花领域。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菏泽牡丹芍药鲜切花协会实行抱团发展，合
作共赢。近年来，我们统一制定了切花规格标准，
明确了分级指导价格，避免成员之间的压价竞争，
推动抱团发展。特别是今年，面对菏泽芍药供不
应求的市场环境，我们开展成员之间的资源共享，
共同完成客户大单，实现了成员利益与协会发展
的有机结合。”

“从发展优势上看，菏泽芍药兼具天时、地利、
人和，发展后劲大、前景好。”菏泽市牡丹发展服务
中心主任陶福占说，在天时方面，我市芍药采摘期
比世界上最大的芍药种植批发市场——荷兰提前
一个月，有利于我市芍药提高价格；在地利方面，
菏泽地处我国最适种植地区，宜于开展规模种植；
在人和方面，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芍药产业发
展，广大花农积极投入，社会资本敏锐洞察、广泛
参与；在市场容量方面，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巨大，
菏泽芍药鲜切花产量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目
前，全国其他一些地方的芍药纷纷运到菏泽，从菏
泽再销售到全国各地，菏泽芍药“买全国、卖全国”
的产业中心地位初步形成，发展前景看好。

菏泽牡丹、芍药产业发展的规模与实力，吸引
了昆明花拍中心的目光。今年 4月 9日，昆明花拍
中心（KIFA）菏泽分中心启动运营，标志着菏泽一
跃成为鲁苏豫皖交界区域鲜切花交易集散中心。
未来，昆明花拍中心将推动花卉标准制定、新品种
研发推广、市场信息服务，让菏泽及周边地区的牡
丹、芍药通过菏泽分中心进入全国大市场，实现区
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专业化经营、多元化服务、

标准化管理，使菏泽逐渐发展成为辐射华东和中
原地区的花卉产品流通交易中心和集散地。

打造文化标识打造文化标识 讲好牡丹故事讲好牡丹故事

在菏泽，从“牡丹花会”到“牡丹节会”，牡丹花
与菏泽城，相伴相随，水乳交融，谱写了一部不朽
的史诗。

自 1992年首届“菏泽国际牡丹花会”正式亮
相，至今已走过 32个年头，牡丹节会不仅是展示菏
泽形象的重要窗口，也早已成为菏泽人民心目中
不可或缺的盛大节日。

2013年，“菏泽国际牡丹花会”更名为“菏泽
国际牡丹文化旅游节”，极大丰富了牡丹节会的
内涵。2019年，菏泽在国际牡丹文化旅游节的基
础上融合举办了世界牡丹大会，自此“一会一节”
齐头并进。目前，世界牡丹大会已连续举办 5届，
国内外政要、知名院士、专家学者、名牌企业等齐
聚菏泽，共商牡丹产业发展大计，投身牡丹产业
发展。

为讲好牡丹故事，搭建交流互鉴桥梁，今年在
“一会一节”的基础上，又举行了菏泽牡丹国际传
播论坛。雍容华贵的牡丹，是中国牡丹之都菏泽
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名片，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对
外传播文化符号。此次论坛，300余位中外嘉宾齐
聚菏泽，以花为媒、以花会友，围绕“打造中华文化
标识，向世界讲好菏泽牡丹故事”这一主题，共同
探索了牡丹作为中华文化标识的国际传播之道。

我市坚持牡丹产业、牡丹文化“两手抓”，连续
多年高标准举办菏泽国际牡丹文化旅游节，创新
举办世界牡丹大会、菏泽牡丹国际传播论坛等系
列节会活动，精准点燃牡丹文旅事业“引爆点”，使

“中国牡丹之都”金字招牌愈加闪亮。
为推动牡丹产业和牡丹文化艺术繁荣发展，

将牡丹之美与世界共享，自 2020年开始，菏泽市
委、市政府主办了“花开盛世”中国牡丹之都(菏泽)
卓越贡献奖和牡丹系列奖项评选活动，推出了王
莲英、桑秋华、孙文海等一批牡丹产业发展领域的
标杆，推动菏泽牡丹文化深层次挖掘、创新性发
展。

““一张画一张画””绘出国色天香绘出国色天香

一张宣纸绘出国色天香。在巨野县，农忙扛
锄头、农闲拿画笔，2万余名农民画师通过工笔牡
丹画，描绘出乡村振兴新图景。

“这是菏泽巨野县农民画的画。”2023年 7月
1日，在央视财经频道《对话》栏目播出的特别节
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中，市委书记张伦拿
出一幅巨野工笔牡丹画向广大观众展示。而这，
并非巨野工笔牡丹画第一次登上“大舞台”。自
2018年以来，巨野县书画院画家创作的《花开盛
世》《锦绣春光》《冠艳群芳》《国宝献瑞》《盛世中
华》等作品，先后亮相上合青岛峰会、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林产品交易会、
中国国际文化旅游博览会等重大场合以及人民

大会堂山东厅、国家会议中心国礼展厅等重要场
馆。近年来，集国花、国画、国礼于一身的巨野县
工笔牡丹画已成为代表菏泽、代表山东的靓丽文
化名片。依托工笔牡丹画项目，巨野县被命名为

“山东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被省政府授予山东
省文化创新奖。

有人说，全国 10张工笔牡丹画，8张出自巨野
县。在巨野县，户户绘新枝，家家飘墨香。作为

“中国农民绘画之乡”，巨野县联合中国工笔画学
会成立中国工笔牡丹画研究院，设立农民绘画培
训基地——巨野县书画院以及 49个农民画院。牡
丹工笔画画师达 1.1万人，其中国家级书画家 62
人、省级 154人，书画产业从业人员 2万余人，生产
的手绘工笔牡丹画占全国市场的 80%，作品远销美
国、法国、澳大利亚等 40个国家和地区，今年预计
可实现综合产值 20亿元。

菏泽牡丹，牡丹菏泽，一座城滋养了一朵花，
一朵花激活了一座城。市委书记张伦指出，牡丹
是菏泽最靓丽的名片，也是最具特色的产业。牡
丹发展关系着经济社会效益、菏泽城市形象和千
万菏泽人的精神家园，各级各部门要准确把握牡
丹发展的重大意义、难得机遇、基本态势，牢牢扛
起推动牡丹高质量发展的责任使命，不断擦亮

“中国牡丹之都”名片。要坚持依托牡丹、延伸牡
丹、超越牡丹理念，推动牡丹种植、牡丹加工、牡
丹商贸、牡丹文旅深度融合，巩固提升牡丹产业
优势地位。要聚力打造牡丹发展核心区，塑成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牡丹发展高地。要着力突出产
业培育、文化延伸方向，推动牡丹产业市场化、高
端化、集群化发展，推动牡丹文化深层次挖掘、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抓好企业培育、科研
创新、节会举办、宣传推介和牡丹博物馆建设，让

“中国牡丹之都”知名度更高、影响力更大。要加
强领导、压实责任，把推动牡丹发展摆在突出位
置、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全力保障土地、资金、人
才等生产要素，加强督导调度，深入推动牡丹高
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后来居上的崭新篇章贡献
更多牡丹力量。

一朵花，一座城，在不断书写牡丹传奇。让世
界人民爱上菏泽牡丹，让牡丹为人类带来健康和
美丽，“中国牡丹之都”这张菏泽城市名片，将会越
来越靓丽。 文/图 记者 姜培军 刘兰英

（本版部分图片为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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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芍药鲜切花
▶催花牡丹上盆

▲牡丹籽油生产线
▶牡丹花蕊茶制作车间

牡丹花开迎八方来客牡丹花开迎八方来客

瓷上瓷上““生花生花””

▲牡丹工笔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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