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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的《全国花卉业发展规划

（2022—2035年）》提出，到2035年，我国要基本实现花卉业现代化、力争花

卉年销售额超过7000亿元的目标。蓟州区的芍药想要搭上鲜花经济这趟

“快车”，依旧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国内鲜花销售渠道面临变革挑战。此前，国内鲜花销售主要依靠

各地的花卉市场，但随着叮咚买菜、盒马鲜生等电商入局，市场销售态势已

然大变。目前，蓟州区芍药的销售比例是“三七开”，电商30%、线下70%。

与散户或小型批发商相比，生鲜电商要求种植基地拉长采摘销售期。因为

客户网上订花，一下单就是三个月，如果种植基地一年只卖一个月可不行，

必须提高反季供货的能力。比如，3月售卖大棚种植品种，4月供货覆膜种

植品种，5月才是露天种植品种出货。

其次，培育有市场竞争力新品种的挑战。这两年，国内芍药鲜切花品种

更新换代很快，这中间原因很多。比如原来热卖的品种“大富贵”，因为侧蕾

多，会增加种植期人工成本，这两年种植数量一直在下滑。再比如“种生

粉”，因为花骨朵有个黑头，导致市场占有率也在下降。但新品种哪里来？

光靠进口肯定不行，这也是杨津庄镇搭建60亩种植资源圃的原因。可喜的

是，近两年市场热卖的“津粉世家”就是我市培育出的芍药新品种。

最后，如何让鲜花经济“花期”更持续的挑战。鲜花文旅产业受制于花

期，很容易出现“忙时人山人海，闲时门可罗雀”的情况。相关部门应有效整

合区域内旅游资源，以花为媒，融合自然风景、风土人情和文化特色，填补

“花期”之外的空白。

一束鲜花，是消费者表达情谊
的“好帮手”，是花农手中一份沉甸
甸的收入，也是一个区域发展经济
的“好抓手”。
2019年，我市蓟州区利用储备

林下的空地种下一株株芍药幼苗。
如今，芍药已经成为该区的“宝藏
花”，不仅是储备林下一道亮丽的风
景，也吸引了国内外鲜花买家的关
注。今年5月，大约800万枝、总价
超2000万元人民币的芍药鲜切花
从这里走向全国，点缀人们的美好
生活。
蓟州区的鲜切花产业是怎样崛

起的？它又如何做到“吸睛”又“吸
金”？近段时间，记者多次深入该区
芍药种植基地，探访一朵花从种植、
采摘到出售的全过程。

芍药如何搭上鲜花经济“快车”

5月，我市鲜花市场迎来一波销售热潮。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素有
“五月花神”之称的芍药成为不少消费者今年表达爱意的首选。

5月14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我市河西区的一家社区花店，店内摆放着
各式各样的鲜花，有芍药、康乃馨、玫瑰等。几位店员正在前台紧张地修剪、
打包，地上散落着还没来得及收拾的花枝、树叶。
“母亲节前的两天，订花的客户络绎不绝，有单买整束鲜花的，也有搭配

瓶子购买的，我和5名店员从早上8时一直忙到次日凌晨3时，这两天刚缓
口气。”花店主理人刘洪仙告诉记者，前几年给长辈送花，康乃馨是消费者的
首选，然后玫瑰为辅，但这几年国产芍药的品种多了，花型也大气，逐渐成为
消费者的“心头好”。
她向记者介绍，她们门店自去年开始尝试购入蓟州区的芍药，一是因为

产地距离市区近，运输损耗小，到客户手中新鲜度也更好；二是国产芍药相
对于进口芍药性价比更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芍药依据开放度从花骨朵到完全盛开可分为1
至6级，如果运输距离太远，花店只能选择开放度1至2级的芍药，但极有可
能选上不能开花的“铁蛋”，因此大多倾向于就地采购。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与“母亲节”购买鲜花团体订单、个人订单“对半
开”不同，今年“520”期间个人订单占比较高，芍药、玫瑰和郁金香的销量都
不错。
“我们原来对进芍药挺谨慎的。”和平区一家花店负责人告诉记者，芍药

花期一般只有5天，他们担心客户嫌花期太短。但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天津
消费者愿意为了芍药“昙花一现”的颜值买单。

消费者赵女士告诉记者，她今年主要选择白色、粉色的芍药进行搭配，
再用浅色的包装纸进行装饰，整个花束看着更加高贵、大气。
另据记者了解，随着气温逐渐升高，茉莉、向日葵等花卉正接力牡丹、芍

药陆续上市，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鲜花需求。

从“母亲节”火到“520”

芍药成为新“顶流”

■ 本报记者 张兆瑞 摄影 刘欣

林下经济的意外收获

蓟州区芍药步入盛产期

初夏，正是蓟州区瓜果飘香的时
节。5月6日，记者来到该区杨津庄镇天
津盛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
世农业）的种植基地，田野里怒放的牡丹
与含苞待放的芍药早已汇聚成一片花的
海洋。

早上8时，种植基地技术负责人刘建
坡已经开车在地里巡视了一圈，然后马
不停蹄地赶往4号地块。在这里，他要在
两天之内搭建起一座临时工棚，为即将
到来的芍药采摘、鲜切准备场地。
“芍药花期短，最近几天又可能下

雨，抢‘花时’可等不得。”他告诉记者，他
们在杨津庄镇的种植基地占地1200亩，
牡丹、芍药混栽，其中芍药61个品种，覆
盖9大色系10大花型。谈及种植基地选
址杨津庄镇的原因，刘建坡抬头指了指
头顶遮蔽阳光的一片绿荫。“蓟州区的芍
药多亏了这片储备林。”他说。

作为我市唯一的半山区县，蓟州区
是京津的“后花园”，也是区域内重要的
生态功能区。为优化区域内生态环境，
该区自2016年开始实施国家储备林工
程，现已建成约6.8万亩。但十年树木，
储备林经济效益见效慢。为尽快给农户
带来收入，相关部门决定发展林下产业，
实现“以短养长”。

林下种什么？蓟州区最初将目光锁
定为油用牡丹。据介绍，油用牡丹盛产
期每亩年均结籽约200公斤，按市场价计
算，每亩地的收入较玉米、大豆等传统作
物高出至少一倍。此后，蓟州区又利用
这片牡丹种植区启动生态植物园建设。
2018年4月，可观赏面积为3000亩的京
津国色天香牡丹园（以下简称牡丹园）正
式对外开放，至今仍是我国北方最大的
以牡丹花卉为主题的景区。

故事并没有就此打住，因为有人发
现了新商机。
“2018年，进口芍药鲜切花能卖到30

元一枝，我一下子想到了咱们蓟州的牡
丹园。”盛世农业总经理静业宏告诉记
者，牡丹、芍药是姊妹花，牡丹是“花王”，
芍药是“花相”，在观赏园里常常穿插种
植，以便延长花的观赏期。

简单说，懂牡丹的花农同样会种芍
药，芍药鲜切花的钱，蓟州区为什么不
能挣？

2019年10月，在牡丹园北侧尚未被
利用的储备林下，静业宏种下了第一株
芍药幼苗并逐步扩大为占地1200亩的种
植基地。近两年，她又先后与蓟州区的
上仓镇、别山镇进行合作，让区域内芍药
种植面积扩大至3200亩。
“当年储备林的规划者有眼光，选择

了这种大行距、小株距的造林密度，为我
们树下种花提供了便利。”刘建坡领着记
者走到林下，指着眼前的一片花海说道，
“您看，树与树纵向间隔是2米、横向间距
是7至9米，我们利用这个空隙能种6至
9列芍药，大约是2000株，与1亩大田种
植的芍药数目相当。”

种芍药不仅需要空间，还要考虑到
成本。北京一家花卉采购公司负责人向
记者透露，2019年，一株进口芍药种苗的
价格大约是10元，按1亩地2000株计算，
加上人工支出，每亩地年均成本至少也
得3万元。“而且芍药长到第三年才能用
于鲜切花，因此在别的省市，能种上50亩
芍药的就算是大户了。”他对记者说，“当
时有人说蓟州种了3000多亩芍药，我还
以为碰上了骗子了呢。”
“我们2019年种下的芍药在这两年

陆续进入盛产期了。”刘建坡用手捻着一

株已经进入盛产期的5年芍药告诉记者，
“你看它有十多个花蕾，也就是今年能采
10至12枝花，而三年的芍药一株只能采
3至5枝花。”根据他的估算，如果一切顺
利，蓟州区的芍药鲜切花在今年5月的出
货量大概能达到800万枝。

5月市场绝对“C位”

占当月国内65%份额

5月10日早上7时，在杨津庄镇芍药
种植基地，随处可见芍药的绰约风姿与
人们采摘芍药的热闹场景。

48岁的司红伶一早就来到采摘现
场，裹上遮阳巾、系上围裙、戴上手套，然
后拿出尺子从手指尖到大臂处比画了一
下，画下两条刻度线，便转身走入眼前的
一片花海。只见她先将芍药贴近大臂刻
度线简单比对了一下，然后快速将其从
植株上切下，放入身旁盛有清水的塑料
桶中。
“你别小看我胳膊上这两条线，芍药

鲜切花对花秆长度有严格的尺寸要求，
今天我采摘的两个品种，‘津粉世家’要
求60厘米，‘大富贵’要求50厘米。”她告
诉记者，从地里采摘只是第一步，随后还
要进行分拣、打捆、包装和冷藏等多个环
节，她当天大约要采摘1000株芍药。
“蓟州区芍药最大的优势，在于上市

的时间节点。”四川商人薛辉已经在鲜花
行业摸爬滚打了20多年，他自称“花奴”，
每年都要从南到北一路追着各种鲜花的
花期采购。
“由于气候原因，每年2月底，四川的

芍药最先上市，3月、4月河南、山东是芍
药供货的主力，蓟州区的芍药5月出货，6
月是甘肃、东北的芍药为全年收尾。”他告
诉记者，芍药是爱情花，也被消费者称作
“五月花神”，蓟州区的芍药占了“520”这
个档期，是不是足够令人艳羡？

除了上市时间的优势，蓟州区的芍
药因为统一管理，品质更有保障。
“您听说过‘铁蛋’芍药吗？”薛辉笑

着对记者说，部分地区的花农为了让芍
药早点上市，会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抢
花期，但采后处理不到位，还是花骨朵
的芍药离开了土地的滋养，导致养分不
足，到了消费者手中就成了开不了花的
“铁蛋”。

“我们采摘后的鲜切花在田间就要
进行保鲜处理，运到加工车间后还要用
营养液对鲜切花基部进行预处理，然后
平放在木架上将花秆自然晾干。”司红伶
告诉记者，芍药鲜切花从田间采切到晾
干的时间必须控制在4小时以内。

另有花商告诉记者，蓟州区的芍药种
植总面积与山东省、河南省相比要小很
多，但是因为种植基地集中管理，上百亩
地可以只种一个品类。而在别的省市，花
商们想要大规模采购单一品种，需要从十
几个花农手中收购，品质很难做到统一。
“目前来看，今年芍药的收购价每枝

在2.5至3元，比去年相比略有提高。”盛
世农业销售部门负责人吴贺男告诉记
者，他们基地的出货量大约占到5月国内
鲜切花市场份额的65%，是当之无愧的
月度“C位”。
近两年，国内各地鲜切花产业竞争激

烈，蓟州区芍药想要巩固优势只靠“天时”
可不够，必须得有商业上的“金点子”。

今年春节期间，盛世农业利用温室
大棚种植的反季节芍药鲜切花首次供应
市场。“同样品种的芍药花，5月如果是3
元每枝，春节的时候就能卖到9元每枝。”
刘建坡告诉记者，他们现在的努力方向，
是提高芍药反季节种植的成活率。

除此之外，每年4月底，山东省的芍
药销售接近尾声，当地部分花农怕花烂
在地里，就不计成本低价甩卖，容易对蓟
州区头批次芍药价格造成冲击。怎么
办？静业宏想出的对策是把这些低价花
买下来。她告诉记者：“买回来的花也不
浪费，我们这边准备一条烘干生产线，可
以将其制成干花瓣或者是永生花，也不
少赚。”

近些年，随着国内鲜切花供应量不

断攀升，价格空间受到一定抑制。今年，
静业宏计划拿出一些品质好的鲜切花做
出口业务。“我们不仅为了赚钱，而且要
适应一下国际市场标准，为后面大规模
出口探探路。”她说。

做茶 观赏 文旅

一朵花“接二又连三”

牡丹籽油、芍药花茶、芍药护手
霜……走进杨津庄镇盛世农业科技示范
园，琳琅满目的“花”产品让人目不暇
接。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一朵花的
跨界之旅让人拍案称奇。

芍药名中带“药”，本就是具有药用
价值的花卉。其根刮去外皮可以加工成
白芍，有调肝脾和营血功能。近几年，国
内白芍价格一直处于上涨周期，2019年
三四级白芍每公斤13元左右，今年的收
购价已经到了每公斤60元左右。
“由于白芍价格这两年一路走高，不

少花农去年就把芍药根都卖了。”北京一
家公司鲜花采购负责人陈先生向记者透
露，今年他到四川去买花，当地芍药鲜切
花出货量较去年减少了不止一半。

眼见着白芍价格居高不下，但静业
宏却舍不得卖掉地里的芍药根。“卖了
根，三年都没法做鲜切花。更重要的，芍
药不只是根值钱，它全身上下都是宝。”
她告诉记者，她们基地的芍药除了观赏、
鲜切两用，蕊可以制茶，花瓣还可以提
露，都能产生效益。“我们花蕊茶、护肤品
的样品都已经生产出来了，马上就能在
市面上买到。”她说。

一朵花的价值并不局限于其本身。
现如今，成片的牡丹、芍药已经成为蓟州
区以农促旅的“好抓手”。

5月13日，记者走进杨津庄镇富民
村的蓟驿民宿，小桥流水、灰瓦石墙、绿
树环绕……一片隐世乡村风光跃入眼
帘。很难想象，被改造成民宿的十几个
院子在几年前大多被废弃闲置。
“今年‘五一’假期小院入住率超过

90%，天津市内的客人占八成，其余游客
都来自京冀两地。”蓟驿民宿服务员吴海
燕告诉记者，“我们原来打工都得往北
走。现在自己家门口建起了民宿，既能
打工挣钱还能顾家。”
“我们村名里占个‘富’字，但村民一

直是土里刨食、靠天吃饭。”富民村党支
部书记魏立民告诉记者，蓟州区的旅游
资源多集中于北部山区，地处南部平原
的杨津庄镇主要是靠种粮食，但村子对
面的牡丹花海和林下芍药，让他们找到
了吃旅游饭的机会。

2019年，富民村通过房屋流转模式，
由天津蓟驿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投资
1000万元，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并以周
边牡丹园和鲜切花种植基地为依托，对
村内闲置宅基地进行重建、扩建，打造了
11套精品民宿院子，是蓟州区南部平原
地区首个民宿群落。魏立民表示：“你别
小看这些民宿，一套院子三四个房间，赶
上假期，一天能挣1000多元呢。”
“为了推动区域内鲜花产业‘接二连

三’转型，我们通过多种方式筹措资金，启
动了蓟州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杨
津庄镇乡村振兴工程。”杨津庄镇镇长刘
军告诉记者，乡村振兴工程总投资1.125
亿元，由乡村产业发展工程、农村环境治
理工程两部分组成。其中，乡村产业发展
工程将对芍药鲜切花加工车间、保鲜库、
芍药园进行改造提升，建设鲜切花采后处
理中心3000平方米、芍药种质资源圃60
亩，改造提升日光温室20个、冷棚50个，
改良土壤665亩，改造民宿32套。

现如今，杨津庄镇的鲜花经济正从
单一的种植观赏向精深加工、文化旅游
拓展。“接二又连三”的一朵花，为乡村振
兴带来了勃勃生机。

芍药是爱情花，也被称作“五月花神”。 杨津庄镇的种植基地占地1200亩，牡丹、芍药混栽。

芍药依据开放度从花骨朵到完全盛开可分为1至6级，花店大多

倾向于就地采购。

“五一”假期，富民村民宿一房难求。

鲜切花

花秆长度50

至60厘米。

鲜切花

采摘从早晨

7时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