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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扩大，花木销售方式更加多样

姚家社区，鄢陵花木种植发源地

鄢陵县柏梁镇历史变迁（下）

依托花木种植，乡镇经济持续发展
□ 记者 张辉 万誉

鄢陵县地理环境优越，
花木种植历史悠久，有“中原
花木之乡”之称，而其花木种
植的起源地就位于柏梁镇姚
家社区。如今的柏梁镇花木
经济发达，环境优美，路边随
处可见绿树、鲜花，居民多从
事花木种植、销售和绿化工
程等相关产业。2019 年，全
镇花木种植面积超过 6 万
亩，产业总产值突破 18 亿
元。“国家级生态乡镇”“省级
林业生态模范镇”“省级卫生
乡镇”……一个美丽、富饶的
柏梁镇正徐徐展现在人们面
前。

整洁的道路旁矗立着一座座
小 楼 ，小 楼 前 绿 树 成 排 、鲜 花 盛
开。走入柏梁镇姚家社区，仿佛走
入一幅美丽的乡居图。“花木深处
藏人家，户户墙头攀援花”，正是
其真实写照。

姚家社区古有“伏村姚”之
称，后因该地多花，人称“姚家花
园 ”，相 传 为 唐 代 名 相 姚 崇 所
建。据 1989 年版《鄢陵县志》记
载，姚家社区“清初为明兵部尚
书梁廷栋的弟弟、太学生梁廷
援隐居时的花园。梁廷援无

子，死后无嗣，他的花工——太康
县会城寺人姚林祖便定居此园，养
花为生，后来人们称这里为姚家花
园”。此地居民世世代代都以种植
花卉为业。早在清代中期，“姚家
花园”就以培育花卉闻名天下。花
卉品种繁多，以蜡梅最为著名，素
有“ 蜡 梅 冠 天 下 ”“ 鄢 陵 花 木 第 一
村”之美誉。清代中期，姚家花工
闻名天下，足迹遍布京津、两广等
地，有的花师还被召入皇家园林。

“鄢陵花木种植就起源于我们
社区。你看，这是姚文生，他 1984

年便被选到马里、法国等国家大使
馆 种 植 花 卉 。 那 一 年 ，他 刚 满 25
岁，也是河南省第一个到国外种花
的花匠。”4 月 22 日，在姚家社区村
史馆里，党支部书记姚春民指着墙
上一张旧照片说。

姚春民介绍，旧时，人们大多
以 嫁 接 、捆 绑 等 传 统 手 法 培 育 花
卉，其造型也局限于龙狮等常见样
式。随着时代发展，当地人对技术
进 行 了 改 良 ，花 木 造 型 也 更 加 多
样，售卖手段也从自产自销转变为
成立公司或网上销售等。“现在，我

们社区就有花木公司 50多家。”
“ 我 们 社 区 2739 亩 地 全 都

用来种植花木，并在附近区域租
种土地 5800 亩，积极推动花木种
植规模化发展和标准化生产。”
姚春民说，“我们销售的树种主要
有栾树、玉兰和枫树等 ，还有蜡
梅、丁香和连翘等，产品销往全国
各地。现在，我们村人均收入在
3.2 万元左右，位于全镇前列。我
们村先后荣获了‘省级文明村镇创
建先进村’‘省级科技示范村’等称
号。”

当日，花都大道和梅榕大道交
会处停着一排排小型吊车。“这些
都是用来运送大型苗木的。”苏运
海 说 ，“ 春 季 正 是 苗 木 销 售 的 旺
季。每到这个时节，便有全国各
地的客户来这里选购苗木。”

梅榕大道上车来车往，不时
有外地牌照的车在这里停下装卸
麦冬等花卉。道路两旁摆满了销
售花卉的摊位，时常有行人停下
来选购花木。“近年来，花木销售
日益红火，虽然这条路已经于去
年进行了改造和拓宽，但由于花

木交易市场就在这条路上，目前来
看，相较于繁忙的运输状况，这条
路有时仍会有些拥堵。”苏运海说。

这样繁忙的情形对与花木打
了 40 多年交道的孟秀娥来说并不
陌生。“我嫁到柏梁镇一年后开始
学习花木种植。那时，我主要学习
给桧柏做造型。”当日，70 岁的孟秀
娥在自家院前说，“现在，我主要做
的仍然是造型花木，但是造型更多
样了。”

孟秀娥说，她半天就能做好一
个“孔雀”。年轻时，她经常被邀请

去外地做造型。“山西、河北、新疆
都去过。1999 年，我和大儿子带着
我们的作品代表河南省参加昆明
世 博 会 ，拿 了 一 个 全 国 二 等 奖 回
来。”说起这段经历，老人脸上满是
笑容。

孟秀娥的两个儿子也从事花
木产业，但他们做的主要是绿化树
种。“以前，柏梁花木个体户居多，
现在公司多了起来。而且，这些公
司 不 仅 销 售 花 卉 ，还 承 包 绿 化 工
程。”

而让今年 57 岁的柏梁镇居民

姚四林感受最深的是，时代的
发展不仅带来了花木种植规
模的扩大，还有销售形式的变
化。姚四林在柏梁镇开有两个
松树盆景园。“以前，我都是坐
等客户上门，现在，销售形式多
了起来。”姚四林说，“抖音火起
来后，我在抖音上发了一些盆景
广告，一些外地客户看到后会直
接下单。从下单、包装到装车，全
程我都会发图片给客户。现在，
每年我能卖四五十盆盆景。”

2001 年 初 秋 ，鄢 陵 县 举 办 首
届花博会，鄢陵花木产业进入快速
发展期，知名度不断提升。这一
时期，鄢陵县的花卉种植面积约
为 8 万亩。以“姚家花园”为点，鄢
陵县在花都大道两侧布局打造了
许多园林苗圃。2007 年，鄢陵县
又 打 造 了 名 优 花 木 生 产 科 技 园
区，坚持“花木生产、生态旅游、新
农村建设”三篇文章一起做，如今
全县花木种植面积已经达到 70 万
亩。

“花博园、名优花木生产科技
园区、花木交易市场和五彩大地景
区都位于柏梁镇，这无形中带动了
我 们 镇 花 木 产 业 和 旅 游 业 的 发
展。”苏运海说，2019 年，全镇花木
产业总产值突破 18亿元。

在做好花木产业的同时，柏梁
镇还深入推进“厕所革命”，以改厕
工作为抓手，统筹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截至 2019 年年底共完成
农户改厕 2595 户，新建公厕 3 座、

污水末端处理站 3 座，农村生活环
境得到明显改善；基层设施建设不
断加强，湾子杨、温寨等 7 个社区
内部道路改建，村容村貌得到显著
提升。

“未来，我们会坚持做好花木
特色产业，始终把花木产业作为群
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努力在扩
规模重集聚、调结构提档次、延产
业促融合上做文章，推动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
提升。对于五彩大地、鹤鸣湖水
利风景区、花博园等景点，要持
续提档升级。我们还将积极参
与举办中原花木交易博览会、全
国‘二梅展’等一系列花事活动，
拓宽花木销售渠道，提高柏梁知
名 度 。”柏 梁 镇 党 委 书 记 金 俊 山
说。

花木产业，推动乡镇持续发展

在柏梁镇梅榕大道，顾客正在选购花卉。记者 万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