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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木行业摸爬滚打 30余年，从花农到花商，姚树新绽放花样人生

花农变花商，“花乡”做好花文章

9月26日，第十九届中国·中原花木交易博览会在鄢陵县盛
大开幕，国内外知名花木专家、企业负责人齐聚于此，共享一场
花木盛宴。这是鄢陵县连续19年举办的“国字号”盛会，不仅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精彩，也充分展示了当地“花木之乡”的雄厚实
力。

在花木行业摸爬滚打30余载的姚树新是鄢陵花木行业的
代表性人物之一，也是花木经纪人、中国蜡梅文化传承人，参与
了历届花博会的筹备工作。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他不仅用
自己的一腔热血投身花木事业，绽放花样人生，也见证了每一届
花博会的精彩，见证了鄢陵花木产业的蓬勃发展。

秋意渐浓，“花都”鄢陵县迎来一年
当中最美的景色。9 月 23 日上午，记者
驱车前往鄢陵县，沿着花都大道一路前
行。路两侧的植物雕塑和各色鲜花错
落有致，花团锦簇，让人耳目一新。

灯笼高挂，彩旗飘飘……驶进鄢
陵县花木交易中心，浓浓的喜庆氛围
迎面而来。这里是第十九届中国·中
原花木交易博览会的分会场之一——
花木展销展览活动场地。“预计在花木
展销展览活动上，意向交易额为 2 亿元
至 3 亿元。”当日，记者在这里见到鄢陵
县花木交易中心总经理姚树新时，他
正带领工人们全力做最后的冲刺，确
保花木展销展览活动圆满成功。

“花博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既提
升了鄢陵花木的知名度，又帮助花农
打通了销售渠道。”姚树新说，他 1983
年开始步入花木行业，并参与了历届
花博会的筹备工作，见证了每一届花
博会的精彩。

鄢陵花卉产业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进入了短暂恢复期。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没有丢掉手艺的农民开
始在房前屋后用盆盆罐罐栽培花木，
然后运到周边城镇售卖。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鄢陵县委、县政府确定了

“以花富县”“依花名县”的发展路线。
从此，一个花木产业发展的新时代正
式拉开帷幕。

“尤其是 2001 年，鄢陵凭借自身的
优势成功举办了首届花博会，鄢陵的
花木产业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之后，
鄢陵的花木开始大步走向全国。”姚树
新说，这让一大批花农先人一步，走上
了致富路。“以我们姚家社区为例，社
区有 1700 多人，以前辛辛苦苦种一年
地也挣不了几个钱；现在，人们大都从
事花木生意，花木种植面积达到 10800
亩（其中在外村发展 8000 亩），几乎家
家户户都盖起了楼房、开起了小轿车，
日子越过越红火。”

姚家社区位于鄢陵县柏梁镇西南
2 公里处，下辖 2 个自然村 8 个居民组，
是远近闻名的花卉种植专业村，2009
年以前叫“姚家村”，以盛产蜡梅闻名，
又称“姚家花园”。

20 世纪 60 年代，姚树新就出生在
这里。1998 年，在外地从事花木养护
生意的姚树新回到了家乡。此时，中
国经济已经驶入发展的快车道，绿化、
美化生活环境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花木需求量越来越大。姚树新抓住这
一机遇，将自家责任田全部种上花卉
和苗木，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不少村民见状也跟着种起了花
木，面积越种越大。”姚树新说，然而，
由于信息不对称，很多村民种出的花
木不知道应销往何处。此时，市场意
识较强的姚树新依靠自己丰富的人脉
和灵通的信息充当起了花木经纪人的
角色，常年走南闯北推销花木。

2004 年，姚树新成立了鄢陵县第
一个花卉产业合作社，并创办了全县
第一个花木经纪人网，利用网络技术
发布市场信息，了解市场行情，拓展客
户群体，为当地花农打开一个与外界

共享信息的窗口。如今，在鄢陵，花木
从业人员达到 25 万人，其中花木经纪
人就有 3万人。

2011 年，受河南省花木行业龙头
企 业 鄢 陵 县 花 木 交 易 中 心 董 事 会 聘
任，姚树新任总经理。自运营以来，该
中心效益倍增，年营业额近 30 亿元。
在交易额屡创新高的同时，他还带领
团队长期举办各种花事活动，带动了
周边 10 万名花农共同致富。目前，鄢
陵 县 花 木 交 易 中 心 周 边 已 经 形 成 了
23.5 万亩的规模化花木种植基地、45 个
特色花木专业村，聚集了上百家园林
绿化工程公司。

多年耕耘，姚树新先后获得市、县
优秀农民经纪人及市农村小康建设功
臣、许昌市五一劳动奖章和河南省五
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去年，我们将鄢陵的蜡梅、红梅
等销售到了河北雄安新区，助力美丽
中国建设。”姚树新说，“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如今，花木产业发展给鄢
陵县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带动
了当地的康养、旅游产业的发展，相信
今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如今，花木产业已经覆盖了整个
鄢陵县城。据鄢陵县林业局纪委书记
李新江介绍，目前，鄢陵县花木种植面
积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几万亩发展到
了现在的 70 万亩，形成了绿化苗木、
盆景盆花、鲜花切花、草皮草毯四大系
列 2400 多个品种，成为全国最大的花
木销售集散地。2018 年，全县花卉年
销售额 77.87 亿元，花木主产区农民人
均纯收入 3.17万元。

鄢陵县 70 万亩的花卉苗木形成
了一个“天然大氧吧”，空气负离子含
量每立方米 1.3 万至 1.6 万个，生态优
势得天独厚。基于此，鄢陵县提出了

“以花木改善生态，以生态承载旅游，
以旅游繁荣三产”的一产三产横向融
合发展思路，推出“花木+旅游”“花
木+养老”“花木+地产”等项目。

“花木成就旅游，旅游反哺花木。
二者相互融合，互为平台。”鄢陵县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李会玲说，去
年，鄢陵县共接待各地游客 1023 万人
次 ，实 现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39 亿 元 。 预

计，今年接待各地游客人次比去年增
长 15%。生态观光游已成为鄢陵继花
木产业之后的又一支柱产业。

如今，鄢陵县正依托 70 万亩的平
原林海谋划一盘棋——打造享誉中
原、辐射全国的健康养老示范区。近
年来，鄢陵县成功举办两届国际健康
峰会。

立足康养产业发展定位，鄢陵县
深入对接“郑许一体化”战略，充分利
用生态、区位、文化和长寿之乡等优
势，加快康养产业布局和规划建设，致
力打造国际知名、国内领先、中原一流
的“国家森林康养示范县”。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李新江说，
下一步，他们将进一步纵深推动生态
保护与绿色经济并行、绿色经济与彩
绘经济并行、美丽乡村与美丽经济并
行、健康旅游与银色经济并行、绿满鄢
陵与多彩鄢陵并行、森林康养与森林
教育并行，谱写鄢陵绿色产业发展新
篇章，再创鄢陵经济社会发展新辉煌，
为“美丽中国”建设作出新贡献。

鄢陵县认真贯彻落实“健康中国
2030”战略，依托花木生态和养生文化
等综合优势，规划建设占地66平方公
里的许昌健康养老示范区，大力推进
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融合发展，致力
打造“国际知名、国内领先、中原一流”
的国家级健康养老示范区。示范区空
间布局为“一核一园七小镇”。“一核”：

依托鹤鸣湖，规划建设12平方公里的
健康养老核心区。“一园”：依托产业集
聚区，规划建设 4 平方公里的健康产
业园。“七小镇”：依托生态和人文资
源，点状布局，规划建设温泉养生小
镇、花韵田园小镇、中医药文化小镇、
运动健康小镇、健康美食小镇、国际康
养小镇、心灵颐养小镇。

发展花木产业，花丛中走出致富路

从花农到花商，身份转换见证花木发展

种植花木70万亩，花都鄢陵美名扬

着力打造国家级健康养老示范区

9月23日，姚树新在鄢陵县花木交易中心察看展区内花卉的摆放情况，为花
木展销展览活动做最后的冲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