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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菏泽花样菏泽：：

牡丹是中国的牡丹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更是世界的
文文//王亮王亮

“春来谁作韶华主，总领群芳是牡丹。”
“这个春天，菏泽不一般！”有游客这样评价
道。确实如此，这个春天，菏泽的花不一
般，九大色系、十大花型，1308个种类的牡
丹争奇斗艳，香气氤氲、花姿烂漫，稀有的
绿色绣球牡丹、橙色牡丹、并蒂牡丹也在这
个春天款款走来，角逐“牡丹仙子”的桂冠；
这个春天，菏泽的人不一般，交通场站的出
口处站着身着汉服、热情送花的工作人员
和志愿者，还未走进牡丹园，游客就已经有
了与鲜花的初次邂逅，热心市民和公益机
构组成的车队会免费把游客送到景点，一
路上牡丹元素抬眼俯拾皆是，一元钱的牛
肉汤、两元钱的螺蛳粉、十元钱的花簪也是
随之而来的惊喜；这个春天，菏泽不一般，
文旅局局长车站送花，机关大院免费停车，
高铁开通“花样菏泽”专列，外地车辆不贴
罚单，汉服马面裙“花式”宠客，夜间亮化、
音乐喷泉“开足马力”，景区场站平抑物
价。这个春天，菏泽，让菏泽人都感到“陌
生”。

这个春天，至美至艳的花、至诚至善的
人，众多热爱牡丹并欣赏菏泽的游客让这
座城市既有流量又有“留量”；这个春天，人
们对菏泽的好评如牡丹繁盛而耀眼，如潮
的好评连同牡丹花簪、曹县汉服、牡丹盛宴
等游客“新宠”，一同将菏泽推向网络热议
话题的“顶流”。

至诚至善至诚至善 以致以致““顶流顶流””

“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至诚至善
待宾客，菏泽牡丹美名扬。最美人间四月天，在日渐

“短兵相接”的自媒体镜头聚焦下，各地都在奋力推
介自身的文旅资源，从政府领导到市民自愿扮演“推
介官”，热情地向国内外游客发出邀请。每天在各大
社交平台迅速蔓延的游客评价信息被有关权威机构
关注到，通过比对分析发现，相对于分享美景，越来
越多的游客更愿意在网络上分享旅游经历和切身体
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不再是既定
的旅行安排，如何给游客更加温暖的人文关怀，让游
客能够有“宾至如归”的体验成为所有城市、所有景
区共同努力的方向。

诚然，衢通四省的中国牡丹之都——菏泽又何
尝不是倾其所有，以待宾客？

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未雨而先绸缪。牡丹花开
前夕，菏泽各行业、各领域发布倡议书，倡议广大商
户诚信经营、文明经营，倡议广大市民人人都为城市
代言，人人守护城市形象。为将牡丹节会打造成人
人参与、全民共享的节会，菏泽对曹州牡丹园、百花
园、中国牡丹园等主要观赏景区进行全面提升改造，
加强导游培训，细化商业管理，健全完善设施，全面
提升景区服务水平。各景区将牡丹与国风、科技等
潮流元素深度融合，创新推出汉服巡园、非遗展示、
定点演绎等活动，切实提升游园赏花的参与感、新鲜
感和趣味性。相关部门在景区周围合理规划临时停
车位，盘活启用停车位 4000多个，搭建智慧停车管
理平台，最大程度方便游客出行。

节会前夕，以新闻报道形式出炉的“邀请函”《牡
丹之都菏泽向世界发出邀请》在各大新媒体平台上快
速走红，仅留言信息就集纳了数万条，“邀请函”细数
了菏泽牡丹的发展历史，又隆重推介了当下菏泽的交
通优势、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各种文化“宝藏”，引来众
多网友关注。值得一提的是，全国各地的菏泽籍大学
生纷纷对这份“邀请函”点赞转发，志愿做起了家乡的

“推介官”，一方面将熟知的景点、美食、特产热忱地推
荐给身边的同学朋友，一方面又为家乡办好牡丹节会

“绞尽脑汁”。一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洞察敏锐、见解
独到的青年人，有同学建议菏泽要在老城曹州景区开
展演出活动，有的建议景区和交通场站工作人员要穿
汉服，对此，“听劝”的菏泽都一一做到了。菏泽人对
待“中国牡丹之都”这一“名片”，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睛
一样，对一年一度的牡丹节会更是珍视到无以复加，
牡丹节会前的菏泽人“谨小慎微”，恐怕怠慢了赏花的
游客，如同含苞未放的牡丹，生怕被春风吹落了花瓣，
而一朝盛放，却惊艳了众人。

诚者，自成也！牡丹节会期间，菏泽精心组织了
43项主题活动，为广大游客奉上了精彩纷呈的“狂欢
节”“嘉年华”。整合文旅资源，推出“赏花游园”“曹
州风情”“非遗温泉”等 15条精品旅游线路，全方位展
示牡丹、黄河、水浒、祖源、红色等菏泽地域文化。如
果说优质的文旅资源给广大游客提供的是一场“视
觉盛宴”，那么细心周到的服务则是给予游客的一场

“沉浸式体验”。100多位来自新加坡的游客，到山东

的第一站就选择了来菏泽看牡丹。“第一次看到这么
大的牡丹花，花香味浓！很漂亮！菏泽的人民也十
分热情！”作为一名媒体从业者，游客叶丽梅女士每
天都在更新她的社交媒体，讲述菏泽牡丹的魅力。
这样的体验感来自哪里？各县区的文旅推介志愿者
在交通场站一边送花，一边介绍。热心市民积极提
供免费贴心的向导服务。天还未亮，登上热搜榜单
的“菏泽帅气交警”已经在牡丹园周边的路口疏导交
通，迎接游客了，身高“180”可能不适合做所有菏泽
交警的“标签”，但是真诚和奉献却扮靓了他们守护
牡丹节会的为民底色。景区内盛开的牡丹花大色
艳，撑花伞、戴花簪、穿汉服游园的志愿者与盛开的
牡丹相映成趣，又何尝不是一道亮丽的风景？面对
五颜六色的花簪，游客有惊讶、有赞许，也有疑问：

“是真的牡丹花吗？”，登上热搜榜的“牡丹花簪”同样
在“花式宠客”。牡丹园里不仅食品饮料平价销售，
香韵浓郁、消暑清凉的“牡丹花簪”同样在以 10元钱
的价格销售，一时间，“人手一个花簪”成为菏泽各个
景区赏花游客的标配。

真正的“宠客”，只有真诚才是屡试不爽的“吸金
石”。“接地气”的市场物价是菏泽让利于“客”、着眼
于文旅事业长远发展的真诚；热情的“推介官”、志愿
者是菏泽人热爱家乡、甘于奉献的真诚；开放的机关
车位、行走的“帅哥”交警是菏泽城市治理的真诚；

“一元牛肉汤”“两元螺蛳粉”“10元牡丹花簪”是菏泽
人不计劳动成本、善待游客的真诚。这样的至诚至
善构筑起畅游菏泽的美好“沉浸式体验”，让游客幸
福感“爆棚”，以致于菏泽的“花式宠客”如同热烈涌
动的春潮，跻身这个春日的“顶流”。

花开盛世花开盛世 不负春光不负春光
清朝学者苏毓眉在《曹南牡丹谱》中写道：“牡

丹，秦汉以前无考，唐开元中始盛于长安。每至春
暮，车马若狂，以不就赏为耻。逮宋，洛阳之花又为
天下冠。至明而曹南牡丹甲于海内。”菏泽牡丹栽植
始于隋，兴于唐，明代已成为全国的栽培中心，距今
已有 1000多年的栽培历史。

以古观今，牡丹国色天香，是国家繁荣昌盛的象
征，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走进新时代，牡
丹又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铿锵步伐释放出新
的活力，担负起新的使命。在菏泽，“花开无双艳”的
观赏价值让牡丹走进更多人的视野，从“富贵之花”
蝶变为“富民之花”的产业价值让牡丹走进更多人的
生活，而堪当“国色”的文化传播价值则让牡丹走进
更多人的心灵。

新时代需要牡丹担负起蓬勃的产业使命。菏泽
牡丹栽培历史悠久，由最初的观赏牡丹发展为药用
牡丹，再到现如今覆盖医疗、日化、食品、床上用品等
多个领域，集栽培种植、生产加工、出口贸易和观赏
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大力发展牡丹产业让菏泽蹚出
了一条“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花样”路径。近年
来，菏泽市委、市政府围绕打造“特色支柱产业”目
标，深入挖掘牡丹产业价值，延伸产业链、拉长价值
链，推动牡丹产业从单一的观赏到精深加工、文化创
意“接二连三”发展。目前，菏泽牡丹产业链条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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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和日本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3年实现总产值 108亿元。

产业不仅让牡丹成为“富民之花”，还让牡丹越
来越多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改革开放后，菏泽牡
丹应用研究发展迅速。菏泽科研人员于 1997年发
现牡丹花及籽油的营养价值，随后研发出牡丹籽油、
牡丹花茶、牡丹化妆品等产品，开启了牡丹的综合开
发利用之门。牡丹花蕊茶、牡丹籽油成为了人们餐
桌上的美味佳肴；牡丹面膜等特色化妆品成就了众
多女性的爱美之心；牡丹保健食品在弘扬传统中医
文化的同时，将牡丹的药用价值展现得淋漓尽致。
除此之外，琳琅满目的牡丹文创产品及衍生文艺作
品也无时无刻不在点缀着人们的衣食住行、生活起
居，产业拉动让牡丹元素“俯拾即是”，完美融入了现
实生活，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再单纯是牡丹的
美好寓意，还日渐成为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日常所
需和情感共鸣。菏泽大力挖掘出的产业价值真正让

牡丹从“一枝独秀”变为“万家共赏”，从吸引游客的
目光变成融入消费者的生活，从“谷雨赏牡丹”变为
一年四季皆有牡丹。牡丹产业价值的澎湃为牡丹文
化深入人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时代需要牡丹担负起崇高的文化使命。牡
丹作为传统的、独具魅力的“中华文化标识”，如何
焕发时代光彩，担负起更加崇高的文化使命？菏泽
一直在努力地做出回应。千百年来，菏泽老百姓种
牡丹、赏牡丹、画牡丹、绣牡丹，也以牡丹入药、制
茶、烹饪，将牡丹之美、牡丹之用融入了生产生活的
各个方面。走进牡丹之都菏泽，牡丹不仅是特产，
还是地标，更是城市文化 IP，在这里，牡丹文化既雍
容高雅，又非常的“接地气”。今年，菏泽首次将世
界牡丹大会与菏泽国际牡丹文化旅游节启动仪式
一体举办，首次在日本岛根县、江苏常熟市设立分
会场。牡丹，肩负着新的文化使命，再次让菏泽“借
花出海”。

百家讲坛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蒙曼提出菏泽牡丹的三个特性，即雍容气、英雄
气和民间气。牡丹不争春，也不报春，不期在群芳争
艳的早春映入赏花者的眼帘，却是蓄势酝酿、厚积薄
发，在群芳近乎凋零的时候大放异彩、一鸣惊人，这
种笃定勤勉、默默无闻却又能“后来居上”的精神刚
好诠释了牡丹的雍容大气。牡丹一旦形成花苞，即
使耗干体内的养分也要奋力绽放，这种气节宛如“攻
必克守必固”的作战队伍，英雄气十足。

提起牡丹的“民间气”，在菏泽却是“独树一帜”
的存在。牡丹在菏泽民间俗称为“大花子”，之所以

“喜提”一个类似庄稼的称谓，是因为菏泽的大田牡
丹动以“顷”计，花开时几近漫山遍野。不仅如此，遍
布菏泽大街小巷的各种牡丹元素，以及以牡丹命名
的学校、道路、商场、饭馆等让人眼花缭乱，足见，牡
丹是深深烙刻在菏泽人心坎上的城市“文化 IP”。进
入新时代，菏泽牡丹的民间气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2018年 6月 9日，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各国领导
人合影的身后，一幅巨幅工笔画《花开盛世》引人瞩
目。这幅画由 10位菏泽巨野县农民画家历经 77天
创作完成，画作上 218朵牡丹雍容华贵、姹紫嫣红，彰
显了盛世气度，寓意国家繁荣昌盛，也传递了世界各
国人民追求和平发展的共同愿望。此后，菏泽的牡
丹工笔画陆续亮相各种国际交流活动现场，截至目
前，仅菏泽市巨野县从事工笔牡丹画创作的人就多
达 10万。

只有在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发展的盛世，才会有
牡丹“花开时节动京城”的盛况。有着广泛的群众基
础，又能受到国内外的普遍欣赏与认可，在国际交流
中播下和平与发展的种子，传播中华文化，新时代赋
予牡丹的“民间气”更为崇高的文化使命与价值内
涵，更见证了牡丹从“英雄气”“民间气”向“人民性”
的过渡与升华。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最
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菏泽牡丹天香氤氲的
民间气所蕴含的人民性的文化价值，是新时代赋予
牡丹崇高的文化使命，也必然会在这个时代生生不
息、大放异彩！

““花语花语””绽放绽放 热潮滂滂热潮滂滂
这个春天，菏泽的一场牡丹盛会凝聚了万千群

众，一众牡丹“花语”在这里绽放出璀璨光彩。寓意
繁荣昌盛、富贵吉祥，象征生活幸福、和谐共享，如果
说游客对牡丹的“花大色艳”是“一见钟情”，那么对
牡丹的“花语”则是“一往而情深”！如同玫瑰的热情
挚爱，梅花的傲雪迎霜，量身定做的“花语”往往更易
传播，更易被人们普遍认同。牡丹是中国的，更是世
界的，牡丹是春天的“花语”，更是菏泽的“花语”。近
年来，菏泽围绕加强牡丹“花语”体系阐释、塑造、固
化、传播做了大量的工作，“以花为媒”“借花出海”让

“一朵花”讲好“一座城”的故事，让一城“国色”不仅
绽放在全网，还绽放在海外。

牡丹是盛世繁荣之花，寓意和平与发展的美好
愿景。中国自古有“盛世赏牡丹”之说，“花开盛世”
寄托着人们对国家繁荣昌盛，对世界和平发展的美
好心愿。今天的中国，经济繁荣、科技发达、文化昌
盛、人民幸福，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
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
现。牡丹大气雍容，高贵典雅，与如今中国呈现给世
界的大国风度、恢弘气象高度契合。菏泽农民画师
参与创作的巨幅工笔牡丹画《花开盛世》《锦绣春光》
等作品先后亮相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等重大国际
交流活动就是最好的例证。

牡丹是生活幸福之花，寓意勤劳勇敢的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民间，早在清朝末期，菏泽牡丹
区赵楼一带花农，就克服重重困难，带着牡丹通过陆
路、水路，采用小推车、肩挑人背等较为原始的交通
方式到广州进行催花，并通过控温、控光等措施，让
牡丹在春节期间盛开。据菏泽花农介绍，民国之前，
在广州一朵牡丹花可卖一块银元，一盆牡丹花就相
当于当时一亩地的价值。催花道路的艰辛没能阻断
勤劳勇敢的菏泽花农“南下北上”，进入新时代，牡丹
为人们的幸福生活作出的贡献，更是硕果累累，在菏
泽牡丹产业发展拉动下，牡丹不仅仅是“美”的代名
词，已经逐步融入日常生活，也成为人们追求美好生
活、改善生活质量的真实写照，牡丹籽油、牡丹花蕊
茶、牡丹化妆品都在扮靓人们的生活起居。

牡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标识，寓意世界
各国友谊长存。牡丹给人带来的身心愉悦美美与
共，其对于爱和友谊的象征寓意是全世界互通的。
日前，2024菏泽牡丹国际传播论坛成功举办，菏泽

“以花为媒”，主动讲好牡丹故事，在深化用好用活牡
丹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标识上迈出了坚实的步
伐。论坛现场还举办了保加利亚海外牡丹园建设项
目启动仪式、牡丹文化海外传播站马六甲站揭牌仪
式，能够在尊重国家主权、文化差异和现实国情的基
础上，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与相关国
家的联系和对接，共建牡丹花园、共促经贸繁荣，在
国际文化传播交流中构建起独树一帜的菏泽牡丹文
化话语体系，对提升城市影响力，扩大对外合作“朋
友圈”，促进各个国家文化交流、文明互鉴、发展共享
具有积极作用。雍容华贵的牡丹，不仅是菏泽最具
代表性的城市名片，也正在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对
外传播文化大使。

牡丹是和合共享之花，寓意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菏泽地处黄河冲积平原，是黄河入鲁第一市，一
河两岸，四省通衢，黄河丰沃的土壤滋养了国色天香
的牡丹，更养育了勤劳质朴、厚道勇敢的菏泽人，在
深化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
战略上，菏泽勇于突破发展，在全省经济格局中不断
进位，黄河滩区迁建取得重大成效，14万滩区群众搬
出了“水窝子”，喜圆“安居梦”。目前，菏泽抢抓黄河
国家战略机遇，正在加力发展搬迁后的滩区特色产
业，续写好黄河滩区迁建后半篇文章。现如今，黄河
安澜、“河菏”共美，一幅“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
黄河滩区生态和美画卷正在古老而又逐“新”而行的
鲁西南大地徐徐展开。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菏泽牡丹每年都会如约
盛开，一场牡丹盛会总会凝聚起一城群众，他们为菏
泽“代言”，为菏泽牡丹发声，为“牡丹之都 花样菏泽”
点赞，他们喜爱牡丹的真诚、守护城市的善良让所有
人感动。今年的这个春天，菏泽牡丹盛开得不一般，
两株罕见的并蒂牡丹先后盛开、袅袅娜娜，寓意美好
的“双生花”让人们对这个城市的未来充满期待，期
待她像如约绽放的牡丹，让世界为之惊艳！

（本版图片由记者张啸、姜培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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