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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5月 24日
星期三看菏泽·要闻

销量突破亿枝大关

“目前，菏泽芍药鲜切花加

工、销售工作渐入尾声，销量突

破了亿枝大关。”5 月 23 日，菏

泽市牡丹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

刘继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也许，若干年后在书写菏

泽 芍 药 产 业 发 展 史 的 时 候 ，

2023年 5月将留下浓墨重彩的

一笔。这个 5 月，菏泽花事繁

盛，芍药成了“当家花旦”。

“芍药被称为‘五月花神’，

我们变成了‘花奴’。”菏泽百艺

牡丹园艺有限公司总经理郝海

雷用“花奴”来调侃自己。虽然

累，但眼看着每天销售的芍药

数量不断增加，高峰期日出货

超 15万枝，他无比开心。

“畅销”“供不应求”……在

了解今年的市场行情时，多数

业内人士吐露出喜悦的心情，

甚至有经销商面临着幸福的

烦 恼 ：“ 缺 货 ，芍 药 现 在 不 够

卖”。与其他地区的芍药鲜切

花相比，菏泽芍药鲜切花因枝

繁叶茂、花朵硕大、色艳形美，

被 人 们 称 为“ 山 东 大 芍 药 ”。

“今年芍药鲜切花市场行情比

往年好了百倍，所有的品种，

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都

销售一空。我们圈内，到处都

是寻找货源的。”菏泽牡丹芍

药鲜切花协会会长周长玉说，

“拥抱鲜花经济，共享美丽生

活，是芍药从业人员的共同目

标。菏泽芍药鲜切花的知名

度很高，一说‘山东大芍药’，

就是指的菏泽芍药。”

“牡丹区芍药种植有 1000
多年历史，经过多年发展，目前

已成为全国栽培面积最大、品

种最多的芍药鲜切花生产基

地。芍药栽植主要分布在黄堽

镇、都司镇、牡丹街道办事处、

皇镇街道办事处等镇街，精品

观赏芍药面积约 7000余亩，有

八大色系、600多个品种。”牡丹

区是菏泽芍药产业发展的主战

场，牡丹区林业局局长侯兆伦

告诉记者，“去年全区切花芍药

年产量在 6000万枝左右，占到

国内芍药鲜切花市场份额的一

半以上，销售总额在 3 亿元左

右。今年春节期间，牡丹区反

季节催花芍药鲜切花首次大量

供应市场，产品供不应求，成为

花卉产业新的增长点。”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侯兆

伦给出自己的答案：“牡丹区自

然条件优越，属暖温带季风大

陆性气候，气候温和，光照充

足，热量丰富，四季分明，雨热

同季，适宜牡丹芍药等花卉生

长；交通便利，‘十’字交汇的铁

路大动脉，‘米’字型分布的密

集高速公路，已经开通运营的

机场、高铁，形成了便利的物流

网络。”

芍药鲜切花的“蝶变”之路

每一次精彩的“蝶变”，人

们最关注的莫过于“化蛹为蝶”

的精彩瞬间，而常常忽视其背

后的艰难蜕变。那是一场需要

用耐心和努力去“破茧”的艰难

蜕变。而菏泽芍药鲜切花从

“寂寞”到“顶流”的发展历程，就

是一次“化蛹为蝶”的精彩蝶变。

“在技术上，我认为菏泽芍

药鲜切花目前已经可以实现全

年供应。”菏泽市牡丹发展服务

中心副主任刘继国说。成如容

易却艰辛，从应季上市到全年

供应，菏泽芍药鲜切花走过了

不平凡的路。

“根据传统习惯，大田芍药

一般在 4—5 月份开始采切供

应市场。‘春节’‘情人节’市场

前景广阔、经济效益高，但受自

然条件限制，一直被进口芍药

鲜切花占据。”牡丹区林业局局

长侯兆伦告诉记者，为填补国

内市场空白，2018 年、2019 年

菏泽部分花农开始摸索进行芍

药反季节催花试验。菏泽花农

虽然在牡丹催花技术上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但对于草本植物

的芍药催花却经验较少。牡丹

大约在谷雨前后开放，而芍药

是夏花，一般在“五一”前后开

放。越晚开的花，需要的积温

越高，相应在温室待的时间就

越长，相较于牡丹要长多久却

无人知晓，因此催花技术难度

更大。

“花开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试验第一年催花大棚内突发灰

霉病，花朵损失率达 90%。”侯

兆伦回忆，“牡丹区林业局收到

信息后，选派技术人员现场调

研，发现温室大棚封闭性强，芍

药自身的水汽不易散发出去，

致使棚内湿度较高。另外，芍

药喜温、喜光，必须保持棚内温

度，故只能通过中午这段时间

打开顶棚，散发部分水汽，远远

达不到自身生长所需的适宜湿

度，从而致使发病。”接下来，牡

丹区林业局积极同中国农科

院、北京林业大学、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菏泽学院等科研机构、

高校进行对接，在次年的双盲

对照试验中，通过改装取暖设

备、加装除湿机、放置干燥剂等

举 措 ，把 棚 内 湿 度 控 制 在

50%—60%之间，终于使芍药花

在春节期间绽放。

“失败是成功的亲娘。”这

是电视连续剧《士兵突击》中的

一句台词。“到2022年春节，切花

芍药一出圃便直接与北京、昆

明、广州、武汉等国内较大的花

卉市场对接，供不应求，一销而

空。”侯兆伦说，“反季节芍药切

花成功上市，是牡丹区芍药鲜切

花的一项重大突破，不仅延长了

产业链条，还为芍药鲜切花全年

供应提供了技术保障。”

山东盛世芍花智慧农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马效悰介

绍，加工芍药鲜切花的一大难

点是及时低温储存。从大田切

下后，芍药需要在最短的时间

内进入冷库，如果无法去掉“田

间热”，芍药在冷库里依然会开

花。“我们找政府部门协调建起

了 12000 立方米的冷库，去年

我们还进行了全冷链设施的完

善，做到芍药鲜切花从采切、分

级、预处理包装全冷链操作处

理 ，把 芍 药 瓶 插 期 延 长 了 一

天。”马效悰说。

芍药鲜切花产业
“方兴未艾”

今年菏泽芍药鲜切花为什

么这么火？“关键在于市场需

求！”刘继国简捷地说。市场经

济条件下，客户需求决定着一

个行业能走多远。

“我们不惜代价从世界各

地引进比较前沿的、有市场竞

争力的品种，比如蚀刻鲑鱼、帕

斯优雅，成本非常高，但是为了

获得较强的市场竞争力，我们

不惜斥巨资去世界各地搜集种

苗。”郝海雷表示，为了延长芍

药销售周期，同一个热销品种

他们会采取露天大田、大棚种

植、覆膜种植三种不同的模式

进行培育。

网络时代，渠道为王。“积

极鼓励企业进行电商销售，扩

大线上渠道，种植户除在淘宝、

天猫、京东等几大平台开店销

售外，还通过直播、微信小程

序、抖音和快手 App、社区团

购 、微 商 等 方 式 进 入 线 上 销

售。我们组织举办了‘云销芍

药花’‘芍药云上插花’等直播

活动。目前，已有多家企业与

国内最大的日常鲜花订阅公司

‘上海花加’合作，在其 874 家

直营花店上架销售，市场占有

率持续攀升。”近日，在“牡丹之

都·花样菏泽”主题系列之芍药

产业新闻发布会上，牡丹区副

区长郑巧玲介绍。

芍药是中国栽培历史最悠

久的花卉之一，古代男女交往

常以芍药互赠。芍药能否像牡

丹那样“一花多用”，开发出更

多的衍生产品呢？郑巧玲表

示，今后，牡丹区将继续加大扶

持力度，围绕企业需求做好服

务保障，推动芍药向鲜切花、年

宵花、深加工等产业转型升级，

打造“菏泽大芍药”地域品牌，

推动芍药产业快速发展。

“今年芍药鲜切花热销，我

觉得这是产业发展的‘风口’和

机遇。”周长玉说，随着大家消费

的升级，对鲜花的消费量会越

来越大，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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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容量

来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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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花季，

不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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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继国介绍，下一步，将加

大对菏泽芍药鲜切花的宣传力

度，创立菏泽芍药品牌；积极引

导菏泽牡丹芍药切花协会树立

标准意识，严格按照生产规程

进行切花生产；积极引导花农、

公司加强行业自律意识，以产

品规格确定合理的市场定价，

禁止相互压价、恶意竞争，以维

护芍药切花市场秩序，确保菏

泽芍药鲜切花产业健康、持续

发展。

芍药鲜切花产业“方兴未艾”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姜培军

年来春色妙无穷，芍
药今朝又破红。2023年
5月，将写入菏泽芍药产
业发展的史册。

这个 5月，菏泽花事
繁盛，芍药成了“当家花
旦”。一枝枝、一束束、一
车车菏泽芍药鲜切花，乘
着“互联网+”和现代物流
的快车，输往九州大地，进
入千家万户。

每一次精彩的“蝶
变”，人们最关注的莫过于
“化蛹为蝶”的精彩瞬间。
而菏泽芍药鲜切花，从田野
到都市、从“寂寞”到“顶流”
的发展历程，就是一次次
“化蛹为蝶”的精彩蝶变。

▲精选切花芍药。

◀冷库内加工鲜切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