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西北角的伊犁河谷是浪漫的。每年 6

月到 8月，薰衣草吐芳争艳，游客漫步其中，夏风

吹过，香气四溢。伊犁河谷位于天山山脉西部，

三面环山，囊括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伊宁市、

特克斯县、伊宁县、霍城县等地。伊犁河谷四季

分明、日照充足、自然条件优越，农牧业发展优势

显著，因此有着“塞外江南”之称。

伊犁河谷的地理条件非常适宜种植薰衣草，

上世纪 60年代，伊犁从法国引进了薰衣草原种，

经过数十年的精心培育，薰衣草在伊犁河谷形成

规模，伊犁河谷因此被原农业部命名为“中国薰

衣草之乡”。到 2020年，伊犁河谷的薰衣草种植

面积约 7.4万亩，伊犁河谷因此与法国普罗旺斯、

日本北海道、俄罗斯高加索地区并列世界四大薰

衣草产地。

经过近 60 年发展，伊犁河谷依靠薰衣草发

展起来的种植业、加工业、旅游业不断壮大。“紫

色产业”发展如何？精深加工产业链条是否在延

伸？如何借助科技力量让产业发展后劲更足？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深入伊犁河谷开展采访

调研。

花海铺就致富路

霍城县位于伊犁河谷西北部，是中国最大的

薰衣草种植基地，薰衣草种植面积约 5万亩。在

薰衣草种植的核心区——芦草沟镇四宫村，几乎

家家户户都种植着薰衣草。7 月中旬起，薰衣草

进入收割季，村民们忙着收花、加工、出售精油。

在芦草沟镇四宫村村民冉玉芝的加工厂里，

不时有村民运来新割的薰衣草，厂房里 20 余台

蒸馏罐忙碌地运转着。“目前的订单是需要 4 吨

薰衣草精油，我们加工厂的日提炼精油量已经达

到1吨。”冉玉芝说。

冉玉芝是村里最早一批种植薰衣草的村

民，种植面积从最初的几十亩增加到如今的300

亩。“现在，村民纷纷依靠薰衣草走上了致富

路。”冉玉芝告诉记者，四宫村薰衣草品质好、

出油多，因此种植面积也逐年扩大。“最好的时

候，加工厂一年能销售精油 30多吨，产值达到

1700多万元。”

十几年前，四宫村还是一片“石头滩”，因为

土质薄，种植的小麦、玉米产量很低，收成好的时

候亩均收入仅为500元左右。

“2010年起，四宫村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改变

传统农作物种植格局，引导村民参与薰衣草连片

种植。”芦草沟镇四宫村党支部书记潘林介绍，没

想到第二年薰衣草丰收，加上当时市场行情好，

每亩收益超 4000元。“种植薰衣草不仅为村民带

来了比种植传统农作物高的收益，还在花开时节

吸引来了周边居民前来游玩。尝到甜头的村民

纷纷跟进种植薰衣草。”

看到发展前景的四宫村，开始加大投资完善

基础设施，设计薰衣草景观区，打造薰衣草农

场。潘林介绍，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好的体验，通

过村企合作，2016 年，四宫村解忧公主薰衣草园

对外开放，这里成了薰衣草旅游文化节的主场

地，每年接待旅游人数达20万人次。

如今，芦草沟镇四宫村形成了 1.2 万亩的单

体连片种植基地，种植户亩均纯收入普遍在2000

元以上。

“靠着旅游业，我们一年净收入能达到 10万

元。今年到 6 月份，净收入就有 4 万元了，还不

错。”四宫村种植户马凌飞介绍，自家的薰衣草地

吸引了不少游客，游客游玩时还会购买自家工厂

加工的干花、精油等薰衣草产品。

一条集薰衣草种植、加工、销售、农业观光、

旅游为一体的产业链在四宫村逐渐成型。不过，

薰衣草产业发展依然面临着一些问题。潘林说，

今年精油收购价在每公斤 330 元到 350 元浮动，

亩均收入几乎和种植玉米持平。“精油、干花收购

有很多不确定性，销售渠道问题亟待解决。”

求变才能生存，种植户们也纷纷琢磨着办

法。马凌飞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薰衣草加工上，

“今年新花收了 20 多吨，预计收 50 吨，然后通过

加工销售出去”。冉玉芝则在去年注册了公司，

计划扩大加工厂的同时，延长薰衣草产业链，推

出精深加工产品。“明年还打算种植一些其他香

料作物。”冉玉芝说。

龙头企业纷纷加入

薰衣草除了用于制作干花、提炼薰衣草精油

之外，在园林观赏、医疗保健、美容等领域拥有着

广阔市场，吸引了不少龙头企业。

位于霍城县清水河镇的国家 4A级景区——

解忧公主薰衣草园内，停车区旅游大巴依次排

列，游客摩肩接踵。景区所属企业新疆天然芳香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戴玉芳说，“从

6月份起进入旅游旺季，每天入园人数达 4000人

次，最多的时候一天能达到上万人次”。

解忧公主薰衣草园由薰衣草文化博物馆、薰

衣草种植及加工 3 部分组成。在薰衣草博物馆

里了解薰衣草历史，在香草品种园和七彩花田里

感受田园风光，在香草文化长廊参观生产加工过

程，在薰衣草小街购买薰衣草产品。戴玉芳说：

“我们与法国专家合作，共生产精油、纯露、香草

花茶等 8 大系列 300 多个单品，提升了薰衣草的

附加值。”

企业在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的同时，也为薰

衣草产品开辟了一条销售新路。目前，企业还采

取订单式种植的方式和农户合作，统一品种,统

一技术，统一收购，统一了当地薰衣草种植的标

准，提升了品质。戴玉芳介绍，“精油价格连年下

降，这也让企业思考如何‘提档升级’。今年我们

开始尝试香草学院，让游客 DIY 制作薰衣草香

包、精油皂和植物标本等。同时，我们也在积极

疏通下游，对接更多领域的企业展开合作”。

新疆天然芳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实现了薰

衣草与旅游的成功结合，伊犁紫苏丽人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则立足产品，不断推动薰衣草的精深加

工和多元化经营。

在位于伊宁市的紫苏丽人薰衣草创意产业

园内，不仅可以制作香草手工皂，体验薰衣草

的香薰、按摩，还可以参观薰衣草产品的加工

过程，入住薰衣草主题酒店等。伊犁紫苏丽人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罗伟康介绍，公司拥

有朵萃、紫诗等新疆著名商标，生态有机种植

基地 5500亩，有以研发和精细加工为主的芳香

产业园。“今年，我们还开设了直播平台，培养

自己的主播进行带货，探索销售新模式，适应

新市场。”罗伟康说。

“紫色经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其

中。数据显示，伊犁河谷地区有各类薰衣草加工

企业 20 余家，其中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 2 家。薰衣草相关产品注册商标约 240 余

个，薰衣草加工企业开发的产品达 690 余种，年

销售额约1.5亿元。

科技研发引领产业发展

在伊犁紫苏丽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

车间内，罗伟康向记者介绍：“我们的薰衣草精油

萃取方式不同于传统的水蒸馏萃取，而是运用超

临界 CO2流体萃取薰衣草精油技术，避免高温和

水蒸气对芳香成分的破坏。这个技术能在获得

优质、高纯度薰衣草精油的同时，对花膏、花蜡和

花渣实现多方位开发利用。”

超临界 CO2流体萃取薰衣草精油技术只是

紫苏丽人获得的 30余项国家专利中的一项。作

为薰衣草产业的龙头企业，紫苏丽人在薰衣草的

品种选育、栽培、精深加工和高效提取技术上取

得了不少突破。

罗伟康说，企业成立了研发攻关小组，提高

投入到薰衣草新产品研发的经费，力求多项新产

品投入市场。“我们内育人才，培养专业研究人员

15 名，同时借力引才，先后与南疆野生植物综合

利用研究院、中国农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科

研院所和高校建立长期产学研合作关系，助力企

业创新升级和发展。”

集种植、精深加工和休闲农业观光于一体的

新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伊犁冠通公司同样注

重研发。该公司启动薰衣草组培工作，已完成

600 瓶共计 6000 株优质种苗组培和优质种质资

源保存。伊犁冠通生物集团常务副总经理杨根

福说：“我们成立了研究院，正在研发薰衣草系列

衍生高端产品，涉及化妆、美容、护肤等领域，同

时提升纯露提取新工艺、新技术，延伸薰衣草产

业链。”

今年 6月，新疆天然芳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与新疆师范大学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对解忧公主

文创类产品的视觉设计、形象传播、产品包装及

销售传播等方面实施联合开发，一起攻关薰衣草

品种的选育、萃取工艺研发、油脂的精炼与纯化，

进一步合作优化“芳香产业链”。

新疆天然芳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任

珂说：“我们希望借助更多科研院所和高校的智

慧辅助，使霍城的薰衣草产业从视觉传播到深化

文化内涵等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

田园综合体开拓新空间

薰衣草产业在伊犁河谷正散发出独特魅力，

同时，产业融合的辐射和拉动作用也加速了新业

态的产生。

风格各异的田园风民宿，口味不一的农家

特色餐厅，涂满创意墙绘的乡间小路，近在咫

尺的大片薰衣草田……这就是位于芦草沟镇四

宫村的新晋网红地——晃晃村。2019 年，四宫

村依托薰衣草这一特色资源，鼓励和扶持当地

村民发展乡村旅游。通过集餐饮、住宿、娱乐

观光为一体的民宿接待点，村民实现了多渠道

增加收入。

在外务工的四宫村村民王海鹏得知村里开

始打造晃晃村后，决定回乡发展民宿。2019 年，

他将自家 60 平方米的老房子扩建成 500 余平方

米的特色民宿。王海鹏说：“村里聘请了专业公

司对民宿统一规划和设计，我家的民宿可以同时

接待30余名游客。”

四宫村村民穆中军带头开起了农家乐。“在

自家院子建餐厅，我只花了六七万元，2019 年 6

月农家乐就开张了。去年薰衣草花季挣了 2 万

多元，今年预计挣 4 万元不是问题。”穆中军说，

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达 8 家，游客来了不仅可

以看薰衣草，还能吃到自家种养的绿色蔬菜和

土鸡。

薰衣草主题旅游不断升温的同时，晃晃村也

吸引了不少创客前来。湖南人田群芝的第二家

民宿今年 6 月对外营业。田群芝说：“这个民宿

是田园风，旅游旺季时 14 间客房几乎都满了。”

两年前第一次来看薰衣草就被深深吸引了，于是

她选择在这里开民宿。2019年 6月，田群芝的第

一家民宿开业，不到一个月便接待游客 100 多

人次。

如今的四宫村，既有薰衣草田，又在发展民

宿，目前已经营业的民宿有 18家，今年开工建设

的还有 20 余家。芦草沟镇党委书记李增杰介

绍，未来还将完善村里的基础设施，延伸薰衣草

产业链，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

在伊宁县喀什镇，冠通生物集团规划面积

4.2万亩、计划投资超8亿元的天山花海景区今年

6 月正式开业。景区万亩薰衣草花海观赏区、生

态作物种植区、综合服务区、特色餐饮街已打造

完毕，极限挑战区、萌宠养殖区、房车营地等还在

建设和完善中。

杨根福说，天山花海景区以“大农业”为基

础，构建以薰衣草为核心的旅游吸引物，以精深

加工为亮点的“农业+体验＋休闲＋度假”中高

端多元化产品。

而在霍城县大西沟乡麻子沟村，依托薰衣

草建设起来的田园综合体项目正在打造当中。

在薰衣草产业加持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中，伊犁

桃缘文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进行整村规划，打

造田园综合体项目，实施小商品市场、马队、

花海、民宿改造、娱乐中心等项目。“目前，公

司已完成对村庄道路、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

施的建设，7 家民宿也都打造完毕正式迎客。”

伊犁桃缘文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运营部负责人

冯海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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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疆伊犁州薰衣草的种植面积

逐年扩大，但产业面临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

视，包括薰衣草种苗退化、种植杂乱影响薰

衣草品质、与国际标准还有差距、精油萃取

设备的开发和利用程度不够等。整个产业呈

现出一产优势逐渐削弱，二产拉动能力不

足，仅靠三产带动发展的整体趋势。因此，

提“质”重“研”应是“紫色经济”发展的

要义。一产发力、二产带动、三产添彩，是

紫色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何提质？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部分

农户在薰衣草种植过程中，缺乏系统的技术培

训，再加上没有统一的种植标准，导致了薰衣

草品质不确定性增加，无法保障种植收益。统

一薰衣草种植标准，加强薰衣草品质把控变得

尤为重要。

提质只是开始，重研更是任重道远，加

快精深加工的科研步伐是大势所趋。近年

来，伊犁河谷的精油加工虽然已经普及，但

多为以大型企业加工为主、加工作坊为辅的

原料生产，精深加工还处于初级阶段，精油

品质仍有待提升，护肤系列、日化用品等精

深加工产品多数依赖其他省份的代加工企

业，自主生产和研发能力不足。因此，需要

大幅提升科技研发重视程度，鼓励龙头企业

加大科研投入，并适当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

和资金补贴，才能解决最终的销售“出路”

问题。

要实现薰衣草产业高质量发展，伊犁河谷

须因地制宜，从种植、品种上下功夫，选择最优

产业，发展特色旅游，走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集原料种植、精油萃

取、产品深加工、新产品研发、旅游项目开发、

休闲娱乐等为一体的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

产业模式。

每年夏季，伊犁河谷连绵起伏的薰衣草花海像紫色的绸缎，吸引着不

少游客前来观光。这大片的薰衣草可不只点缀了环境，美丽了游人，更是

富裕了当地。小小的薰衣草，到底给伊犁河谷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传统

的作物种植又是如何发展成了“紫色经济”?

种草种出“紫色经济”
——新疆伊犁河谷薰衣草产业发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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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新疆伊犁河谷霍城县的薰衣草花海连绵馥郁。 新华社记者 岑云鹏摄

下图 国家 4A 级景区——解忧公主薰衣草园内，游客在挑选薰衣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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