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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 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近日在河南洛阳举行。本届牡

丹文化节以“花开洛阳 青春登场”为主题，时间为 4 月 8 日至 4 月

23日，赏花期为 4月 1日至 5月 5日。

洛阳牡丹甲天下，开封菊花黄金甲。

自古以来，历史文化大省河南就与花文化息息相关。而今，河

南各地更是立足当地文化优势、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花卉产业、打

造“花字号”品牌，形成了以洛阳牡丹、开封菊花、南阳月季、鄢陵蜡

梅、淮阳荷花为代表的“五朵金花”。

从致力于种植、品种研究到延长产业链、做强经济链，到以花

为媒提升城市整体形象，再到将花文化结合“元宇宙”，河南的花产

业可谓花样繁多、百花齐放。

年年岁岁花相似。在河南，花文明既有传承，也各自抒写着独

特的故事。

东风夜放花千树 立足科研做强花产业

2021 年 5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阳月季博览园调研时指

出，地方特色产业发展潜力巨大，要善于挖掘和利用本地优势资

源，加强地方优质品种保护，推进产学研有机结合，统筹做好产业、

科技、文化这篇大文章。

南阳是中国月季之乡，近年来，南阳立足本土月季资源优势，

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及人才引进培养，推动月季创新研发，厚植

特色产业发展沃土。

谁拥有种质资源，谁就能掌握未来。2022 年，南阳市建成了

南阳市月季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该资源库是中国唯一、世界

最大的月季专类种质资源库，集资源调查收集、保存、监测、评价

和利用于一体，保护保存月季遗传多样性和代表性、选育月季新

品种、研发月季新技术、提升月季产业核心竞争力、助推月季产

业高质量发展。

月季科创中心、月季产业学院、月季孵化实训基地……一

花引得百花开，百花捧出盛景来。科技加持下，南阳的月季产

业一路猛进高歌。当前，南阳市月季种植面积 15.5 万亩，年出

圃苗木 16 亿株，苗木远销德国、荷兰、日本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出口量占全国的 70%，苗木供应量占国内市场的 80%，是全

国最大的月季苗木繁育基地；超过 15 万人从事月季生产，年产

值 27 亿元。

周口淮阳龙湖荷花历史悠久，被誉为“神州第一荷”。每年仲

夏时节，龙湖荷花竞放，姹紫嫣红，清香四溢，成为游人赏荷消暑的

胜地。如今，当地群众已开发出了荷叶茶、藕粉等系列产品，每年

七八月份的荷花节，这里的荷花系列产品和鱼餐馆生意异常火爆，

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了滚滚财源。

今年 2 月，记者在鄢陵县蜡梅园看到，形态各异的造型蜡梅、

盆景蜡梅含苞吐蕊，各具特色，吸引游客不时驻足观赏。“近年来，

鄢陵县立足蜡梅传统技艺，积极探索发展精油提取、切枝切花、乔

化蜡梅等新技术，形成了集生产、观赏、科研、加工于一体的特色产

业，先后建立了占地 500 多亩的鄢陵梅园、占地 300 多亩的鄢陵蜡

梅资源圃、占地 1000亩的御梅苑、占地 450多亩的新科蜡梅园等 10

多家大规模的蜡梅生产基地，成立了许昌市鄢陵蜡梅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北京林业大学鄢陵协同创新中心等科研机构。尤其是正

在建设的世界蜡梅园已初具规模，致力打造种类最多、品质最优、

基因最全、档次最高、规模最大的蜡梅生产专业园。”鄢陵县花卉协

会副会长李新江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出门俱是看花人 科技秀出智慧文旅新“花”样

“来开封买点啥带回去？”“瞧这儿！金丝皇菊花茶、菊花汴绣、

菊花糕点、菊花枕、菊花瓷、菊花药用保健品、菊花化妆品各有特

色，可以多买几样。”开封菊花从一朵“只能看”的花，到一杯“可以

喝”的茶，再到一种“能美容养颜”的化妆品，一桌可以吃的“菊花

宴”，开封菊花产品在链条化、多样化延伸中不断推陈出新，做出文

旅新“花”样。

调色、点墨、勾勒，转眼间，一朵朵清新淡雅的菊花跃然纸

上……安刚是古城开封书画印皆擅长的艺术家。在安刚笔下，

“禅茶一味”的清幽雅致，“印象开封”的千姿百态徐徐铺开。作

为土生土长的开封人，安刚心系菊城，酷爱菊花，他研发了“菊

韵”系列精美文创产品，拓展了艺术作品的表现形式，丰富了古

老“菊城”的现代内涵。

球形的“乒乓菊”，一株七色的“炫彩菊”，细长的“松竹梅”……

为提高菊花的观赏性，拓展应用外沿，开封市在保存菊花的传统品

种、引进外来品种的同时，还着重培育新品种，“汴梁绿翠”“汴梁腾

云”“汴梁紫禹”等，已成为全国品种菊展赛的名贵品种，吸引着全

国各地游客。

“春来谁做韶华主，总领群芳是牡丹。”人间四月，千年古都

洛阳繁花似锦、牡丹飘香。国风穿越节、全城剧本杀、博物馆奇

妙夜……本届牡丹文化节异彩纷呈，洛阳市以“牡丹”为抓手，为

游客带来一场沉浸式的文旅盛宴。王维“对诗”、与邵雍一同

“赏”牡丹，记者在洛阳牡丹博物馆看到，馆内游人如织，不少游

客身着汉服，对馆内的布置兴趣盎然。据了解，该馆是目前国内

唯一以牡丹文化为主题的专业博物馆，采取“实物展陈与互动体

验相结合、传统展陈和数字技术相结合”等展陈手段，让游客沉

浸式体验牡丹文化的魅力。

与此同时，首届元宇宙（洛阳）牡丹花会也正式上线。游客可

通过特定通道入口进入线上主会场，在手机上操控虚拟游客形象，

选择“元宇宙牡丹花园”分会场或“国花牡丹艺术展”分会场进行穿

越体验。主会场广场中间旋转着“宇宙魔方”，视角前方两处神秘

的“时空之门”便是分会场入口。记者操控着虚拟角色迈入左侧的

时空之门，瞬间便穿越到“元宇宙牡丹花园”，置身牡丹花海，隔着

手机屏幕，似乎都能感觉到花香扑面，园内古色古香，龙马飞腾，神

龟摆尾……

近年来，洛阳市把握文旅产业新变化，通过跨界融合、协同创

新，将数字技术与场地、建筑、人文环境等相结合，积极利用科技

手段进行文旅资源的链接与创造，加快传统产业向沉浸式产业

转型。

“春开牡丹夏赏荷，秋观菊花冬品梅，月季花开四季春。”河南

省花卉协会会长何东成说，“发展现代花卉业是新时代花卉行业的

新使命、新任务。未来，河南将立足历史文化优势，持续做大做强

河南的花产业，让‘五朵金花’香飘更远，花开不败。”

河南：

科技助“五朵金花”香飘更远

朝气蓬勃的大学生群体、将国际经验“嫁接”到中国

的海外友人，以及身怀绝技的专家教授出现在山东大地

上并不稀奇。在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征途上，他们

既不可或缺，又非常关键。

4 月 19 日，在山东省“走齐长城文化体验廊道”主题

采访活动中，科技日报记者走进济南市、泰安市、淄博

市，近距离接触这些群体，勾勒出他们躬身农田，与当地

政府、农民携手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的故事。

回流的大学生：为黄土地
注入新生命力

从山楂干、山楂粉到山楂果酒、山楂零食，从山楂茶到

调味品，在济南市莱芜区“山楂之恋”田园综合体的展厅里，

一颗小山楂变成了50多种产品，价格也“翻了几番”。

这里的小山楂不但成为调味品王守义“十三香”的

原料之一，也深受北京同仁堂、神威药业、良品铺子、沪

上阿姨等国内一线品牌喜爱，更漂洋过海，到了日本，到

了欧洲，成了“畅销品”。

小山楂变形记的“导演”是返乡创业大学生亓宪瑞。

亓宪瑞的老家位于济南市莱芜区牛泉镇。这里的土

地、气候适合山楂生长，亓宪瑞的父亲也是种植山楂能

手。作为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亓宪瑞在上海求学，毕业

之后进入台资企业工作，拿着高额薪水，但他并不“安

分”。

亓宪瑞从老乡那里收购新鲜山楂，加工成山楂干，销

往上海。这使他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70 多万元。

鲜山楂变成山楂干的过程，也让他见识了科技的力量。

“莱芜土地很适合山楂生长，但这还不够，我们需要

自己的品种，口感要更好。”在十年时间里，亓宪瑞成立

企业与高校院所合作，通过选育、嫁接等多种方式，培育

出了自有品种“小红星”。与传统山楂相比，“小红星”的

口感少了酸涩，更加香甜。

乡村振兴，需要吸引更多或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

创业经验的年轻人，他们有想法、有激情、敢闯、敢试，厚

实的土地提供了舞台，等待他们拼搏进取、回馈家乡。

如今，亓宪瑞不仅当上了村支书，将村子打造成为

“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更吸引了 70 多名大学生

返乡创业，探索出国内首个“党总支+村集体+经营主

体+农户”经营模式。

亓宪瑞总结道,年轻人有了事业，才能安心回乡奋斗。

在济南、在泰安、在淄博……沿着齐长城看山东，类

似亓宪瑞这样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正在加速出现。他们流

连于新鲜的空气、清澈的河水，他们热情拥抱新技术，敢

于打造新模式，他们遵循着父辈“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

经验，却不走寻常路，为黄土地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天空农场里的荷兰人：用
有限资源创造无限价值

高楼之上建大棚，这貌似不合常理又有些大胆的场

景出现在济南市长清区。科技日报记者乘坐电梯到达

五楼，一座智能化的天空农场出现在眼前。

“这是垂直农场的概念，也就是‘用有限资源创造无

限价值’。”拥有高鼻梁、蓝眼睛的荷兰人皮埃尔·贝尔习

惯了巡视这片大棚，并乐意将自己荷兰家乡的经验技术

分享、移植到济南来。

皮埃尔·贝尔向记者表示，天空农场的优势在于种

植环境，能精确地施肥施水，节肥节水；距离地面远，杜

绝了虫害，基本不打药；温度湿度任意调控。

四月的济南，天气已经有些炎热，但大棚里的温度

刚刚好，这是“普罗旺斯”西红柿最爱的环境，确保了其

高品质、好口感。天空农场的拥有者是山东国舜集团。

在节能环保领域做大做强之后，他们以工业反哺农业，

希望能为乡村振兴探一条路子，天空农场成了其代表

作。

国舜集团的雄心，吸引了皮埃尔·贝尔和同事们的加

入。据了解，该农场采用荷兰现代化设施农业技术，实现

智能调温、遮阳、浇水、施肥；顶部及周边全部采用漫散射

玻璃，几乎没有阴影遮挡，激发作物最大的光合潜力。

科技增强了产业振兴的底气。天空农场高级农艺

师王成增向记者强调：“天空农场面积 30 亩，采用周年

栽培的方式，亩产 6 万斤，是普通温室大棚产量的 2 倍以

上、普通农田的 20 倍。这 30 亩天空农场的效益相当于

220 亩传统农业的产出效益。”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求贤若渴，不仅是济南的

态度，更是山东的做法。该省瞄准了企业家、农民工、技

能人才等群体，探索推行“首席专家”“乡村振兴合伙人”

等项目经验做法，打造“人才+项目+资金”新型人才引

进模式，让各类优秀人才创业有机会、发展有空间。

在位于淄博市境内的沂河源头——沂源县，在 2018年

之前，该县鲁村镇有 5个村是省级贫困村。

这成为山东财经大学乡村振兴学院院长董方军放

心不下的事。

作为土生土长的沂源人，他从贫困村的“薄底子”中

找到了优势：这里濒临沂河，水资源丰富，生态优势明

显。在他的推动下，连同 5 个贫困村在内，鲁村镇 7 个村

抱团成立“田园综合体”，用艺术唤醒那些残垣断壁，采

取“公益基金+专业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发展循

环、智慧、休闲农业，打造绿色低碳环保乡村。

如今，这里已成为省级试点田园综合体，国家大剧

院的设计者保罗安德鲁甚至在这里驻村创作了两年。

田间地头的大专家：把一
根黄精变成21种产品

中国农科院院长翟虎渠教授、浙江理工大学梁宗锁

教授、天津大学高文远教授……在山东泰尚黄精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尚黄）负责人看来，这些专家是

企业崛起的“贵人”。

外表形似人参的黄精是中药材的代表，具有增强免

疫、延缓衰老、抵抗病毒等作用。在泰尚黄，一根黄精可

以变成黄精丝茶、黄精酒、黄精口服液等 21 种产品，价

值翻番。

泰尚黄常务副总王倩向记者强调：“我们持续深耕

黄精功效科研，打造新产品新产业，聘请 40 余位专家就

品种培育、产品研发、产业开发等开展专项研究，研究内

容分别列入中国农科院、山东农业大学等 5 所科研院所

的攻关课题。”

与泰尚黄同属于泰安市的肥城桃产业也是科技创

新的受益者。

刘台村是一个丘陵山区村，村里一直有种桃的传

统。“我们的桃产业发展经历过不少挫折，曾经被品种单

一、管理模式落后、销售渠道单一等‘卡了脖子’。”面对

采访，肥城市刘台村党支部书记刘学军毫不避讳：“我们

最终找到了正确的路子。”

在刘学军眼中，正确的路子包括上马新品种、新管

理手段、新销售渠道。

“以前种植品种单一，主要是佛桃，每年 9月底 10月初

集中上市，加上桃不易保存，所以每年桃农陷入一个‘死循

环’：大家既盼着桃子成熟，又因卖不出去而犯愁。”刘学

军说，现在，他们仅拳头品种就有十几个，既有传统的佛

桃，又有玉妃、莱山蜜、寒露蜜、冬雪蜜等新品种，早中晚

熟品种及设施桃搭配，形成了“一年花不断，四季桃飘

香”的特色景观。

而经过专家调教之后，现在刘台村村民都接受了

科 学 管 理 手 段 ，从 顽 固 的“ 老 把 式 ”变 成 了 新 技 术“ 代

言者”。

进入刘台村，“全国淘宝村”的招牌非常亮眼——这

里是全国第一个鲜果类“淘宝村”。过去村民走街串巷

提篮、推车叫卖，现在是“线下”“线上”一起发力，桃还没

摘下树就有了买主。

刘学军说：“现在，村里八成以上的桃是通过网上销

售的。过去按斤甚至是论筐卖，现在几乎全部是按个

卖；一般 6 个一盒，价格在 40—50 元，全村桃子年销售额

超过 1.2 亿元。”

在专家的引导下，果农种出香甜的桃子，带着刘台

村走上了富裕的康庄大道。

多支队伍化身乡村振兴“合伙人”

齐鲁大地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大兴镇发展特色种植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大兴镇发展特色种植，，形成集形成集““农业观光农业观光、、采摘采摘””为一体为一体
的农旅结合产业模式的农旅结合产业模式。。图为图为44月月1313日日，，一处蓝莓种植大棚内一处蓝莓种植大棚内，，农民在采摘蓝莓农民在采摘蓝莓。。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范长国范长国摄摄

随着几名飞手轻拨操纵杆，八架无人

机腾空而起，拖着白色烟雾状的“尾巴”，将

农药喷施在小麦叶片上……

4 月 18 日，在南京六合区冶山籼米产

业化综合服务中心的示范田里，南京善思

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根据“定制化植保托管

服务”，正在用无人机喷施农药。善思公司

负责人介绍，通过无人机植保，一人一天能

完成 500亩农田打药工作。

自 2022 年开始，农业农村部启动开展

全国农服进万家系列活动，以“稳产保供、

服务增效”为主题，提出“让农服惠及千家

万户”。当天在南京六合区举行的全国农

服进万家系列活动上，农业农村部有关部

门负责人发布了 2023 年全国农服进万家

系列活动总体计划，东部片区农业社会化

服务典型进行交流，活动期间还发布了

2022年度全国农业服务十大新闻。

让社会化服务惠及中小农户

一边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本经

营制度，以及农村青壮劳动力大量流失，一

边是农业科技飞速发展，小农户与高科技

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当前，在大国小

农的基本国情、农情下，如何推进农业生产

过程的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已成为一

道刻不容缓的现实课题。

“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

代化道路，当前最现实，最有效的途径就是

通过发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一家一户小农

户干不了、干不好、干起来不划算的生产难

题。”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副司

长张涛在现场表示。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各地的农业社

会化服务，主要是农机具和农机手资源的

整合。而面对作物的病虫害不能“对症下

药”，成为农业植保服务的一大痛点。

农业农村部有关专家指出，农户家庭

经营加上完备的社会化服务是在我国国情

农情下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最现实、

最有效的途径。当前，我国农业社会化服

务正处于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

深刻认识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将农业服务业作为一个战略性大

产业来统筹谋划，抓住机遇，加大力度，加

快推进。

2022 年，农业农村部将农业社会化服

务作为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主攻方向之一，于 2022 年 4

月启动了全国农服进万家系列活动，以推

动地方党委政府和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加大

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指导和支持，积极引

导各类经营主体做大做强。

定制农业植保解决生产痛点

南京六合区是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创

新试点县，其中冶山农业社会化服务综合

体“1+N+X”组织模式更是入选了全国农

业社会化服务典型案例。

目前，六合区已成立农业社会化服务

综合体（联盟）9 个，惠及生产经营主体 550

余个，综合体内部实现亩均节本增效 100

元。打造出“六合籼米”“茉莉六合”等公用

农产品品牌，销售带动明显，初步形成了服

务标准化、服务数字化、服务机械化、服务

品牌化、服务绿色化的“五化同步”的发展

格局。

作为江苏省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典型案

例，南京善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探索出“定

制化植保托管服务”模式，即派出专业人员

作为“作物医生”与农户一对一对接，每三

天巡查一次农田，对农业数据进行采集归

档，根据作物品种和种植情况给农民制定

“种植建议书”，“对症”定制药剂，并提供无

人机喷施服务。

记者跟随一位“作物医生”来到麦田，

只见他在田地四角和中央 5 个固定的点巡

查，每点拍摄 3 张照片，上传到线上农业数

据采析平台进行存档。然后，又观察作物

的根茎是否健康、叶片是否有病斑和害虫、

整体是否有倒伏，并对水肥条件进行评

估。经过科学的分析，最终这位“作物医

生”给农户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通过使用纳米农药预混技术，可以针

对不同的病虫害进行多靶标防治，根据每

一次病虫害的发生种类、程度，使用多种农

药，混配成纳米农药预混剂。无人机的超

低容量喷雾条件对农药的性能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而透明稳定的纳米农药预混剂刚

好能满足这一要求。这样，农民就无须在

田间地头花费大量时间自己混配农药，混

配也更加精准、科学，同时大包装的预混剂

也解决了包装废弃物问题。

“传统农药的微粒尺寸一般在几个微

米到几十个微米，通过纳米技术，将农药微

粒的尺寸缩小，变成 100 纳米以下，接触病

虫害的面积可以增加 1000 倍。”善思定制

化植保托管服务模式负责人方清枫介绍

说。

为农民量身定制植保托管服务

南京六合：“作物医生”破解农业生产“三化”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