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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季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一，被誉为“花中皇
后”，花香悠远，生命力旺盛。现为北京、天津、郑
州等地市花。

月季属蔷薇科。常绿或落叶灌木，花色甚
多，色泽各异，多为重瓣，也有单瓣者,花期4至
10月，有连续开花的特性。月季原产北半球，几
乎遍及世界各地，中国是月季的原产地之一。月
季喜富含有机质、肥沃、疏松之微酸性土壤，但
对土壤的适应范围较宽。

南阳种植月季有悠久的历史，自汉代以来，
南阳的王室贵族开始在庭院种植，唐宋时期，流
传至民间。南阳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气候特征
独特，古人用“春前有雨花开早，秋后无霜叶落
迟”来形容。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不仅使南阳
成为南花北移和东花西送的理想驯化地，而且
也成为月季的最佳适生地。南阳在中国月季产
业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代表性强，被国家林
业局授予“中国月季之乡”称号。

月季花香飘万里月季花香飘万里

在南阳市卧龙区月季合作社理事长王
超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
里面有玫瑰浴盐、玫瑰补水露、玫瑰原
汁、玫瑰酒等以玫瑰为原料的产品。王超
说：“这是我的一个打算，也是合作社未来
的发展方向。”

王 超 正 琢 磨 着 对 玫 瑰 进 行 深 加 工 。
2012 年，合作社引进了保加利亚大马士革
玫瑰、丰花一号、四季玫瑰等食用玫瑰优
良品种。

记者了解到，食用玫瑰不同于一般的
品种月季，一般的品种月季生产周期 1到 2
年，进入市场后即完成使用价值，而食用
玫瑰的使用价值可达 10 年，食用玫瑰年年
开花，年年受益。经过测算，食用玫瑰每
年平均产值 8300元。以食用玫瑰为原料能
够开发多种产品，如玫瑰精油、玫瑰浸
膏、玫瑰酱、玫瑰干花等，这些都是极其
名贵的天然产品。

经过一年的示范，合作社种植的食用

玫瑰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今年合作社扩大了食用玫瑰的种植面积，
出台了激励措施，试图鼓励和吸引更多的
农户进行种植。

“大面积种植食用玫瑰能够填补月季花
期的不足，并且可以带动观光旅游业的发
展。食用玫瑰产品可以形成比较完整的产
业链，能带动一大批农户发展生产、脱贫
致富，发展前景非常广阔。”王超说。

王超说：“南阳月季虽然出口欧洲的份

额最大，在国内遥遥领先，但是品质相对较
低，只能走低端路线。现在月季生产仍然属
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目前，劳动力越来越短
缺、价格越来越高，而且地租、农药、化肥的
价格逐年攀升。机械化生产能够减低生产
成本，解决目前南阳月季的发展困境，提升
南阳月季的整体水平。”他们正在筹划用机
械化生产高品质的月季种苗，解决目前南阳
月季发展面临的困境。

南阳月季基地总经理赵磊也深有同
感 ：“ 前 年 波 兰 的 一 家 公 司 向 我 们 订 购
1000 万棵月季苗，但我们的月季年产也就
1000 万棵，如果全部给这家公司，就把其
他客户放弃了。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
是劳动力，机械化生产对于弥补劳动力的
不足有重要意义。”

月季产业“繁花似锦”
——河南南阳月季产业发展调研

本报记者 王 伟 通讯员 许同文

编者按：说起月季，大家并

不陌生。她被誉为“花中皇后”，

生命力旺盛，景观带里、房前屋

后，经常能看到她的芳踪。但您

知道吗？南阳是全国最大的月

季繁育基地。南阳石桥镇月季

苗 木 的 供 应 量 占 国 内 市 场 的

80%，占我国出口总量的 60％以

上。也就是说，在国内，每 10 株

月季中有 8株与南阳石桥有关。

4 月 28 日至 5 月 3 日，历时 6

天 的 南 阳 月 季 文 化 节 圆 满 结

束。南阳月季文化节期间，参观

南阳月季的游客达 56 万人次。

南阳月季为什么这样“红”？记

者连续几天在当地走访调研，试

图为读者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

月季之乡”。

 









































4月 23日，雨过天晴。进入南阳月季
基地，月季的芳香扑面而来，令人心旷神
怡。月季基地里，各色月季争相绽放。停
靠在月季基地的 3 辆大货车装满月季苗
木，它们将被分别运往宜昌、武汉、广
州，在那里再次落地生根。

车行南阳石桥镇，不断有月季园映入
眼帘。成片盛开的月季让人想起杨万里的
一句诗：“只道花无百日红，此花无日不
春风。”

眼下正是月季出苗的时节，花农们正
忙着打理花苗。

柏建强家住石桥镇一村，2010 年开
始种植月季，现已发展月季种植 100 多
亩。他告诉记者，“看到人家种月季都发
了，羡慕得心里痒痒，我也想试试。后来
就主动加入了月季合作社，现在收入还不
错，比以前强多了”。

在石桥镇，选择月季种植的人不只柏
建强一个。大多数村民在月季种植大户的
带领下，加入到种植月季发家致富的行
列。南阳市现有月季花卉企业 26 家，花
农 1.26 万人，月季亩效益达 2.6 万余元。
这 1.26万花农大部分来自石桥镇。

以南阳月季基地、南阳月季合作社、
南阳月季集团、南阳森美月季示范苑等花
卉企业为依托，南阳市形成了全国最大的
月季苗木繁育基地，面积达 3 万多亩，年
出圃苗木 3.6亿株。

“目前，南阳市各类花卉苗木种植面
积达 69 万亩，销售额年均达 18 亿元以
上，其中月季年产值达 8 亿元，引领了全
市苗木花卉产业的快速发展。”石桥镇镇
长冯子敬说，“随着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
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国内外市场的
拓展，必将给以月季为主的花卉产业发展
带来更大的市场空间，给石桥花农带来更
多实惠。”

今年一季度，石桥月季出口创汇 300
余万美元。10 年前，石桥镇月季出口却步
履维艰。

赵磊是南阳月季基地的总经理，他的
父亲赵国有在 1983 年创建了南阳月季基
地。2002 年，他们试图开拓国外市场，但
国外同行提出的行业标准让满怀信心的赵
磊大吃一惊。

“他们要求月季苗木的外观要整齐、
均匀，根系要完整，不能有机械损伤，不
能有干枝、黑根、黑枝，甚至对种苗的主
根长度、毛细根分布、地茎粗度、修剪后
植株高度、主分枝数量、主分枝粗度、分
枝点之间的距离都作了详细、具体的指标
要求。”赵磊说。

加入世贸组织前，中国的月季苗生产
与国际同行贸易往来、技术交流不多。加
入世贸组织后，中国与世界花卉业的交流
与合作步伐明显加快，一些国际著名的园

艺公司陆续进入中国，以他们先进的技术、
丰富的经验，给中国花卉企业的经营理念、
繁育技术、管理水平、销售包装等各方面都
带来了强劲的冲击。

赵磊说，当时大多数花卉企业只知道
有“标准化”这个词，但对于标准化的具体
含义大都知之甚少。“这对我们思想上的震
撼很大，以前真的不知道我们与国际标准
相差这么大。按照当时国内标准生产出来
的月季，在国际花卉市场的达标率不足
30%。当时的一笔国际订单，按照当时国
内的标准，三五亩地就能完成订单任务，但
要是按照国际市场标准生产，可能 30 亩也
不够。”

此后，南阳月季基地的负责人多次到
欧洲实地参观考察，学习荷兰等国家花卉
种植管理的先进经验。南阳月季基地开始
了第二次创业，初步建立了月季种苗的标
准化生产体系。

据南阳月季基地的工作人员介绍，月
季种苗的标准化仅仅是月季标准化的一个
组成部分，月季标准化体系包括从月季品
种的培育到推广的全过程，如月季种苗的
标准化、生产环境的标准化、种植管理的标
准化等。

2004年，石桥月季逐渐走出国门，出口
到荷兰、日本、德国、英国等地。通过标准化
生产，南阳月季基地生产的月季逐渐得到了
国际市场的认可。2005 年，南阳月季基地
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同年被
评为“河南省名牌（农）产品”。2009 年 12
月，荣获“中国月季龙头企业”。

“月季标准化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标
准化的生产销售，全面提高我国月季种苗
的品质，推动国内月季行业升级，用最快的
速度缩小我们与国际一流园艺公司的差
距，从而加强中国月季种苗在国际上的竞
争力。”这是赵磊最深的感受。

在南阳月季博览园里，形态各异、颜色
多变的月季让人大开眼界：树状月季高两
米左右，花朵开在粗壮的野蔷薇枝干上，枝
头各色花朵竞相开放；藤本月季依附物体
生长、花朵繁密，被设计成花球、花柱、花
廊；丰花月季花朵呈聚状开放，植株呈扩张
形生长⋯⋯

为了培育新的月季品种，南阳月季基
地制定了《新品种培育标准》，并成立了研
究所。研究所主要从事月季新品种的研
发、培育工作。月季基地要求研究所每年
公布不低于 3个新的月季品种。目前，南阳
月季基地自主培育出夏令营、粉扇、东方之
子等优秀品种 60余种。

“这棵树状月季大概能卖两三千块钱，

如果胸径更大点、树形再好点会更贵。”石桥
镇党委书记刘书勇向记者指着一株月季。

南阳月季基地对树状月季的研究开始
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如今已成为南阳月季
基地的一大特色。多年来，这个基地通过
对国内外各种蔷薇进行研究、选育，对各种
古老野蔷薇进行驯化、研究，已经成功掌握
了各种蔷薇和月季的最佳嫁接时间、特种
嫁接方法等。

“在国际贸易中，对新品种知识产权的
保护已经受到大多数国家的重视。我们必
须培养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这
才是我们进行国际贸易的基础。”赵磊说。

为了培育名优新品种，当地月季协会
每年组织技术人员分赴北京、上海、昆明等

地，走访种植名家，了解最新产品和市场信
息，学习和引进先进技术。为了增强自主
创新能力，聘请了许肇梅、黄善武等国内知
名专家为技术顾问，着力培养自己的科技
队伍。目前，南阳月季基地还成立了月季
基因库。月季基因库主要以收集、保存、开
发月季、玫瑰、蔷薇新品种为目标。

赵磊说：“月季基因园的建立对中国月
季标准化生产和花卉产业的规范化运作、
保护稀有月季品种有重要意义。目前月季
基因园已经进入实际操作阶段，我们试图
把月季基因园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月季基
因库。届时，它将填补国内的一项空白，将
使南阳月季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并在世界
月季行业内占有一席之地。”

“我原来是跑运输的，累死累活也挣不
了多少钱。后来经亲戚介绍加入了月季合
作社，现在种了 100 多亩月季，不用担心销
路和技术，合作社全包了，解决了后顾之忧，
可以放手去干，年收入大概十三四万元。”蒲
山镇花农赵学军说。

月季合作社是南阳市石桥镇月季生产
的另一种形式，成立于 2008 年 7 月，按“合
作社+农户”的模式运作。

合作社成立前，普通的种植小户由于技
术不成熟、销路不畅通，销售最差的时候月
季苗木只能当柴烧。

合作社成立后，把石桥镇的多家月季种
植专业户及分散的小农户组织起来，改变了
小规模、分散生产经营的传统模式。合作社
实行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的模式，统一聘请
专业的技师，并积极开拓销路，向政府部门
寻求资金和政策支持。

“合作社的形式比较灵活，农户可以把
土地租给合作社，也可以用土地入股，参与
分红。这样既能提高土地的效益，又能够使
村民得到实惠。”南阳卧龙区石桥月季合作
社的创办者王超说。

马卿是石桥镇王寨村人，她将家里
的土地租给合作社，每亩地每年得到补
助 1000 元，平时闲的时候夫妻俩在合作
社干活，每天两个人收入 100 多元。她

高兴地说：“这比以前自己种地强，以前
种 玉 米 和 小 麦 ， 除 去 化 肥 、 种 子 、 农
药，挣不了多少钱。现在把地租给合作
社，每年既能得到国家的农业补助，又
能得到合作社的补助，还可以在合作社
打打零工，挺划算的。”

现在，南阳市石桥镇月季农业合作社
的月季种植面积已达 2000 多亩，年产值
2000 多万元。合作社设有月季种苗、月季
树、盆栽月季繁育生产基地、鲜切花示范
生产基地、锦绣月季花卉研究所等，下设
6个管理区。

说起未来的打算，赵学军信心满满地
说：“我准备明年继续发展，扩大规模，反正
不用担心技术和销路。”

集聚发展：

形成产业基地

标准化生产：

敲开国际市场大门

培育新品种：

大力保护知识产权

农业合作社：

给花农带来幸福生活

深加工、机械化：

专业镇又有新打算

南阳街头，游人在月季丛中赏花。 崔培林摄

作为典型的内陆农业大市，南阳在取得“全国

林业生态建设先进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等

荣誉称号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以月季为主的花卉

苗木产业，带动了农民增收，打响了城市品牌。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举措。

这对南阳有特殊意义，南阳是国家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渠首所在地和核心水源地，既是生态富集区，

也是生态敏感区。可以说，南阳最大的优势是生

态，最大的后劲是生态，最大的财富是生态，最大

的潜力还是生态。对于肩负着“一渠清水送京津”

责任的南阳来说，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大力发

展高效生态经济。就农业而言，应当通过大力发

展以月季为代表的花卉产业，提升其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让南阳花卉“花誉全球”。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4月9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海南亚龙湾兰德玫瑰风情产业园考察时，

对产业园实行“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种植经

营玫瑰花、示范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做法表示肯

定。他强调，要把中央制定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贯彻落实好，不断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这对我

们有非常强的指导意义。南阳地处南北气候过渡

带，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气温适中，生态良好，是月

季等花卉苗木最佳适生地，是知名的“中国月季之

乡”。通过大力发展花卉苗木产业，可以在优化产

业结构、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环境、提

高人民生活质量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与花农座谈中，我了解到不少加入月季合

作社的花农年收入达 10 余万元以上，而没有加入

合作社的花农收入差距较大。推进发展现代农

业，增加农民收入，必须要创新农业（花卉业）经营

方式。我们要积极探索现代生态农业发展之路，

实现“公司＋基地＋农户”，生产、加工、销售、科

研、信息、服务的一体化经营，规模化的种植，专

业、标准化生产。政府要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

更多支持，解决农民办不了、办不好的事情。

在南阳月季基地，以收集、保存、开发月季、玫

瑰、蔷薇新品种为目标的月季基因园建设已进入

实际操作阶段，这个项目将在世界月季行业占有

一席之地。该基地制定的月季苗木繁育的标准化

体系，已成为月季行业种植的国标。这都是增强

我市月季花卉苗木市场竞争力的积极探索。我认

为，在南阳月季产业发展逐步达到生产规模化、产

品标准化、管理规范化的同时，构建和延伸月季花

卉苗木产业链显得尤为重要。建设南阳月季标准

化种苗繁育基地、建立南阳市月季研究所、打造月

季产业生态长廊、构建月季交易信息中心、提升月

季花卉深加工产业开发水平⋯⋯一系列新举措、

新做法都将使南阳月季产业做大做强。南阳月季

定能成为在国际、国内有影响的特色名片。

“何以此花荣艳足，四时长放浅深红”。倘佯

花海，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创建高效生态经济示范

市，促进“三化”协调、“四化”同步发展，奋力实现

绿色崛起的生动实践中，南阳月季必将绽放出更

加绚丽的色彩。

“花誉全球”富南阳
中共南阳市委书记 穆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