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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都花 都 花 事花 事
本报记者 冯子建 通讯员 林立

历史文献记载，地处中原腹地的鄢陵，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郑伯克段于鄢、唐雎不辱使命等历史故事均
发生于此，这里除了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外，一望无际的
广袤原野，非常适宜花木种植。据考证，鄢陵花木种植
历史悠久，始于唐，兴于宋，鼎盛于明清，至今已有千余
年历史，鄢陵素有“花都”“花县”之美誉。

柏梁镇姚家村，毗邻 311 国道，交通便利，土地肥
腴，自古以来被人们称为姚家花园，也是鄢陵县花木产
业的滥觞之地，有“鄢陵花木第一村”之美誉。循着该
村花木种植的历史轨迹，可以清晰辨识鄢陵花木产业
的发展脉络。

尽管已经过去几十年，花甲之年的姚家社区党支
部书记姚春民，依然记得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他到省

科技馆做花工时的情况。“我干的是园林绿化的活儿，
当时月薪 80 元，比其他人高出 40 多元。之所以拿到高
工资，是因为我熟练掌握了花木种植、修剪等技术。”姚
春民自豪地说。

姚春民介绍，姚家社区以姚姓居民为主，元末明初
从山西等地迁居于此，以培育花木为业。到了清代中
期，姚家花工闻名天下，足迹遍布京津、两广等地区，有
的花师还被召入皇家园林。该地的花木生产十分红
火，各种名贵花木销至全国各地，鄢陵蜡梅更是闻名遐
迩，呈现了“家家有花园，人人种花忙”的繁荣景象。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鄢陵
县花木生产。1958 年，鄢陵县委、县政府为了鼓励广大
花农种植花木，积极动员、组织姚家花农迁移到域内的

张桥、马栏等 5 个镇，划拨专用土地种植花木，培育新
品种，带动周边群众大力发展花卉种植。

姚春民回忆说，1960 年前后，鄢陵县成立了县园艺
中学，不久，与县园艺场合并办学。园艺中学的学生采
取半耕半读的学习方法，一边学习花木生产理论知识，
一边开展园林栽培实践活动。得益于学用相长的教育
方法，学生们的花木生产理论知识增长很快。此外，园
艺中学在为北京、上海、天津、西安、武汉、开封、郑州等
城市供应名贵花木的同时，还为这些城市培养和选送
了一大批优秀花工。

“姚良辰是我们社区的资深花工，也是园艺中学
的花师。”姚春民说，姚良辰在授课之余，潜心钻研
花卉栽培和松柏树冠造型艺术，创造性地从历史故事

中汲取造型素材，先后创作出 《哪吒闹海》《大闹天
宫》《梁山伯与祝英台》 等园艺作品，这些作品惟妙
惟肖，形象逼真，深受人们喜爱。后来，由他培育的
数十种风格迥异的花木造型被收入北京林业大学编撰
的 《鄢陵园林植物栽培》 一书，该书被全国农林院校
作为必修教材使用。

“《鄢陵园林植物栽培》全面记载和系统整理了鄢
陵花木的栽培经验和传统技艺，是迄今为止总结华北
地区花木种植经验的仅有的两本历史文献之一。1981
年，该书再版时更名为《花木栽培法》，并在全国发行，
深受园艺工作者的喜爱，对改革开放初期全国花卉产
业起步和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鄢陵县花卉协会
秘书长李新江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自此，改革开放的和煦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也给豫东
平原深处的鄢陵县花木产业发展带来了良好的契机。

在鄢陵县现代名优花木科技园区，发科园林的“当
家 人 ”于 发 科 回 忆 起 鄢 陵 花 卉 的 发 展 历 程 ，如 数 家
珍。他介绍，1980 年以后，国家大力推行改革开放和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方针政策，为鄢陵县花木
产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广阔平台。

在百业待兴的时代背景下，1981 年，全国掀起了
“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热潮，有力带动了鄢陵县花木
产业恢复、发展，以姚家村、靳庄村、西许村、漆井村等
花卉传统种植基地为龙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了一
大批花木种植专业户和众多能工巧匠，蜡梅、菊花、芍
药等时令花卉开始被大面积种植。

1982 年 4 月，鄢陵县首次举办了花卉展销会。据
文献记载，当年的展销会共有 2 万多人参加，花卉成交
额 36 万元。同年，姚家社区的姚银钊依靠种植花卉发
家致富，成为全县第一个万元户，时任鄢陵县县长吴德
荣到其家中，为他披红戴花，并颁发了“勤劳致富”牌

匾。
花木种植让鄢陵人民从黄土地上“挖”到“金疙

瘩”。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姚家社区群众过上了“新瓦
房里沙发座，罐头鸡蛋白面馍，涤纶衣服上海表，出门
串亲骑摩托”的好日子，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当时，一批花卉种植能手率先在责任田里养花种
树，带动花木种植从庭院发展到责任田，种植面积日益
扩大。”姚春民说，鄢陵县花卉协会和鄢陵县花卉公司
成立之后，多次组织召开花木生产座谈会和经验交流
会，为广大花农提供技术、信息、营销等多项服务，推动
全县花卉生产更上一层楼。

1984 年年初，鄢陵县召开了全县花卉生产工作会
议，鼓励花农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花卉种植，发展规
模化经营。当年年底，花卉生产已经遍及全县 11 个乡
的 100 多个村庄，专业户 1500 多户，面积 2500 余亩，品
种 400 多个，苗木 1600 万株，花卉年产值 1000 多万元，
产品销至全国 17个省（自治区、市）。

值得一提的是，1985 年 1 月，鄢陵县召开了由鄢陵
籍的 50 多名在外花工参加的振兴鄢陵花卉座谈会。

座谈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纷纷为鄢陵县花
卉生产献计献策，达到了沟通信息、吸纳建议、促进发
展的目的。

此后，在鄢陵县委、县政府大力发展花卉生产政策
的引领下，全县花卉生产迈入稳步发展时期，鄢陵县政
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建立鄢陵县花卉生产基地的意见》

《关于大力发展花卉生产的五项决定》《关于把蜡梅定
为鄢陵县县花的决议》等文件，并于 1986 年 11 月举办
了全县首届花卉盆景展评赛，有效激发了广大花农发
展花卉生产的热情；先后组织蜡梅种植大户参加全国
梅花展、广交会等重大花事，并获得多项国家大奖，在
全国扩大了鄢陵花卉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时光荏苒，岁月流逝。1995 年年底，鄢陵县花木种
植总面积达 1407 万亩，产值 8000 万元，占该县农业总
产值的 6%。1996 年，鄢陵县成立了鄢陵县花卉生产办
公室和鄢陵县花卉科学研究所，花卉科研生产专门机
构的成立，标志着该县花木种植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1997 年 7 月 8 日，《农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江
北花卉数鄢陵》长篇通讯报道，更是提高了鄢陵花木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于发科回忆说，随后，《关于全面实
施“以花富县”“依花名县”战略，加快建设花卉园艺大
县的决定》《关于建设 30 万亩花卉生产基地实施意见》
等支持鄢陵县花木生产的文件相继出台实施，在全县
掀起了新一轮花木生产高潮。

正是在发展花木产业政策的引导激励下，1998 年
年底，鄢陵县的花木种植面积达到 3600 公顷，产值突
破 3.4 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花木大县，形成了以姚家
社区为中心，辐射周边乡镇几十公里的蜡梅种植区域，
主要有素心梅、虎蹄梅、磐口梅、金钟梅等十几个品种，
鄢陵蜡梅成为当地的一张闪亮名片。

大河有水小河满。如今，于发科拥有 5 个花木种
植基地，种植花木品种 400 余种，蜡梅种植面积 50 多
亩，培育蜡梅盆景 1000 多盆，形成了种植、培育、管护、
销售等现代化花木产业链条。“我的花木事业能做大做
强，不是我一个人的本事，得益于国家大力推进生态建
设的大环境，得益于许昌市、鄢陵县多年来持续支持花
木产业发展，得益于连续多年举办的花博会擦亮了鄢
陵花木的‘金字招牌’。”于发科说。

进入新世纪，花木产业大发展。
新世纪伊始，鄢陵县围绕花木产业，精心谋划了一

件大事：从 2001 年开始，每到丹桂飘香时节，都会举办
花木交易博览会，持之以恒，至今已经 19个年头儿。

“花博会的成功、持续举办，源于鄢陵县花木产业
的迅猛发展，源于成功走出了一条‘以花木改善生态、
以生态承载旅游、以旅游繁荣三产’的特色经济之路。
2001 年前后，随着鄢陵县花木种植面积逐渐扩大、花木
种植大户不断增多，市场信息不畅、销售渠道单一等问
题日益突出。”李新江说，鄢陵县委、县政府在充分论
证、调研的基础上，决定倾全县之力举办花博会，以此
为平台拓宽销售渠道，引进花木新品种、新技术和新理
念，增强鄢陵花木的市场竞争力，促进全县花木产业高
质量发展。

2001 年，在鄢陵县出台的《关于加快花卉“一廊两
带”建设的意见》激励下，于发科于当年在 311 国道南
侧租赁了 20 亩土地，成立了新科园林，开始大面积培
植大规格苗木、古桩蜡梅等名贵花木。谈起首届花博
会，于发科记忆犹新，那是地摊式的花木产品买卖，还

没有技术理念元素，也没有花木文化元素，更谈不上
“三产”融合，然而，现场熙熙攘攘的人流，集中反映了
人们对鄢陵花木的喜爱之情，蕴藏着巨大的花木产业
发展商机。

次年，占地面积 1500 亩的中原花木博览园建成，
并于当年举办了第二届中原花木交易博览会。2003
年，鄢陵县召开了加快培育花卉产业暨优质花木生产
示范区建设动员大会，全面开启了鄢陵花木向着标准
化、规范化、高档次阔步前进的序幕。到 2006 年年底，
该县花卉种植面积增至 2.67 万公顷，产值达到 18.7 亿
元，占农业总产值的 36%。

2007 年，于发科在成立不久的鄢陵现代名优花木
科技园区租赁百十亩土地，扩大了大规格苗木、古桩蜡
梅等名贵花木的种植规模。“‘鄢陵蜡梅冠天下’这个品
牌就是资源，就是财富，关键是如何利用好这块‘金字
招牌’，把品牌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于发科说。随
后，头脑灵活、勤奋好学的他刻苦钻研古桩蜡梅栽培技
艺，最终成为省级非遗项目——古桩蜡梅栽培技艺代
表性传承人之一。

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推广喷灌、渗管节水灌溉技术
大面积使用，推广间作套种立体化种植技术……近年
来，随着花博会连续多年成功举办，有效带动了鄢陵花
木在生产理念、市场定位、栽培技术等方面的提档升
级，形成了“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花卉产业，用现代科
学技术改造花卉产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花卉产业，
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花卉产业”的良好发展格局。尤
其是鄢陵县连续举办的花博会，取得了显著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不仅擦亮了鄢陵花木品牌，促进了全县花
木产业高质量发展，助推了县域经济发展，还对全省乃
至全国花木产业发展和林业生态建设产生了深远影
响，花博会已成为我国花木产业领域具有很大影响力
的集花木产品交易、生产技术交流、经营理念探索为一
体的综合性盛会，为促进全国花木产业发展积累了有
益经验，提供了发展样本。

得益于鄢陵县历届县委、县政府始终如一引导扶
持发展花木产业，鄢陵花木品牌越擦越亮。目前，鄢
陵县花木产业呈现出种植规模化、生产标准化、运作
企业化、经营集约化的特点，形成了集品种研发、种

苗繁育、花木生产、市场物流、园林工程、“三产”
服务等多种业态为一体、链条较为完整的花木产业体
系，是公认的全国最大的花木生产销售集散基地，被
誉为“中国花木第一县”，全县花木种植面积达到 70
万亩。

“鄢陵县的花木产业把传统优势和市场需求紧密
结合起来，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群众增收结合
起来，把乡村振兴和生态环境建设结合起来，努力把生
态优势、花木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大力发
展健康养老产业，致力于打造国家级健康养老示范基
地，走出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新路子，成为全国生
态文明建设和健康养老产业发展的一面旗帜。”中国工
程院院士、北京林业大学原校长尹伟伦对鄢陵县花木
产业融合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

花香满九州，不负新时代。如今，花都儿女正以饱
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发挥生态优势，推动“三产”融
合发展，在“四个全域”建设的康庄大道上阔步向前，必
将实现富民强县的宏伟目标！

暗香浮动的蜡梅，淡雅清幽的菊花，雍容华贵的牡丹……一朵朵姹紫嫣红的花儿，
娇艳夺目，美不胜收，点缀着大地，装扮着世界，为人们提供修身养性的精神食粮。

古邑鄢陵，地势坦阔，水草丰美，气候宜人，是南花北移、北花南迁的天然驯化基
地。鄢陵花木种植历史久远，勤劳的人们培育了多种多样的奇花异草，在当地人们的
日常生活中，歌之咏花，居之饰花，客之赠花，已成竞逐的时尚潮流。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鄢陵县的花木种植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70
年来，得益于历届鄢陵县委、县政府的鼎力支持，该县的花木种植从最初的一家一户分
散种植到集中联片生产，再到出现花木经纪人和园艺公司，直至近年来标准化种植、规
范化经营和集群化发展，鄢陵花木这篇文章越做越大、越写越好。

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一株花的嬗变之路，见证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鄢
陵县花木产业的发展和变迁。

特别提示

五彩大地旅游景区的郁金香花海，蔚为壮观。资料图片1982年的鄢陵农村，群众在家中种植花卉。 张培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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