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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色绽放正浓，花卉争奇斗艳。北京虽然地

处北方，却已成为一座百花绽放的花园城市。随

着城市功能不断更新提升，如今北京的花卉经济

呈现跨界、跨行业发展之势。鲜花，是北京生态

文明建设的灵动角色，更是推动产业发展、促进

乡村振兴的绿色动力。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高级工程师

李美霞表示，北京市花卉产业统筹推进花卉研发

创新与成果转化、花卉高端高效生产、花卉文化

活动创意升级、国家重大花卉活动筹备、现代化

花卉交易服务平台建设等各项工作，助力新时代

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

研发实力可圈可点

花卉品种创新一直是花卉研究和产业发展

的主题。目前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花卉新

品种总数显著上升，竞争力不断增强。

“北京是我国花卉集散的枢纽之一，花卉产

业主要聚集在创新研发端和市场消费端，对东

北、华北和西北地区影响较大。北京花卉的研发

和应用，走的是品种、技术、设计应用创新的全产

业链之路。”北京市花木有限公司董事长于学斌

表示。

李美霞告诉记者，近年来北京市通过搭建花

卉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平台，实现花卉种业创新发

展，打造的“京花”品牌蕴含着巨大的生产潜力和

市场潜力，辐射带动京津冀乃至全国花卉产业

发展。

北京市自 2006 年开始依托在京科研院校的

专家队伍，研发自育花卉新品种，如今已成为我

国花卉的研发高地。2021 年，在北京秋季花卉新

优品种展示推介会上，共展出具有北京自主知识

产权、秋季景观效果好、乡土抗逆性突出、市场推

广潜力大的新优花卉、乡土植物 380 个品种。

近年来，北京市花木有限公司在花卉新品种

引进、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选育和种苗生产方面

也取得长足进展。“公司累计引进花坛花卉 3800

个品种、宿根花卉 1500 个品种，成功推广新品种

600 余个，是国内专业的花卉种苗生产商之一。

在北京、西安、扬州、大理均建立了现代化种苗生

产基地，年销售种苗 1.4 亿株。还与中科院植物

所、北京林业大学等 12 家单位长期合作，进行研

发和成果转化。”于学斌说。

“在自主选育新品种中，我们的花园小菊在

观赏性、适应性方面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

建立了国内菊花商业化育种体系。目前公司获

得了关于菊花、萱草等国家新品种权 21 项。”北

京市花木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陈菊说。

作为全国科技中心，北京的花卉种苗繁育实

力可圈可点。

“中国牡丹的培育和推广已走向世界。”北京林

业大学园林学院教授、牡丹国际研究院院长成仿云

表示。延庆区大榆树镇种植的 500亩牡丹，是北京

林业大学、国家花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牡丹

“863”课题的研发基地，专业从事牡丹育种育苗、繁

殖生产、新技术与新产品推广，基地目前有品种

600余个，年产种苗300万株以上，已成为我国华北

地区最大的牡丹新品种培育与栽培中心。

“我们成功培育了‘京龙望月’等 12 个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牡丹新品种，拥有国家牡丹栽培

综合标准化示范区（北京），还编制完成了 9 项技

术标准、8 项管理标准。截至目前，已在北京通

州区、山西岢岚县及襄垣县、河北唐县、陕西西安

市、安徽合肥市等地推广种植牡丹面积达 2.5 万

亩，各种牡丹种苗行销美国、日本及欧洲等多个

国家和地区。”成仿云说。

“北京植物园梅园及卧佛寺蜡梅、香山公园

梅花谷、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梅园、北京怀柔

响水湖长城梅园等都是赏梅胜地。”中国花卉协

会梅花蜡梅分会副会长、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教授李庆卫对北京的赏梅地如数家珍。北京林

业大学在北京建设梅花花卉种质资源库，依托北

京鹫峰国家森林公园抗寒梅花种质资源圃，开展

抗寒梅花果实的品质评价和营养分析，使抗寒梅

花花果兼用梅新品种选育取得新突破。

在怀柔区渤海镇响水湖长城梅园，北京响水

湖长城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鸿飞指着他栽植的

梅花告诉记者，自响水湖开展“南梅北移”抗寒驯化

试验以来，8 年时间，响水湖长城梅花展已升级为

“北京长城梅花节”，取得了经济社会效益双丰收。

花卉科研成果如何尽快转化？北京花乡花

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巧玲直言，要围绕市场

需求进行转化。“从 2019 年开始，我们建立了 2 个

市级创新工作室，研发花卉科研及生态环保产

品，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成果转移、转化，从而实现

创新产品链与产业链的精准对接。”

北京纳波湾园艺有限公司专注于月季种植

和研发，在北京、河南、山西等地设有生产基地

3000 余亩，年生产各类月季种苗 2500 多万株。

董事长王波介绍，公司成立 22 年来，园区拥有

八大色系及 2560 个新优月季品种，每

年自育新品种 510 个。尤其是

古桩月季的研发达到了“老树年年着新花，野外

庭前一种春”的新境界，填补了我国盆景古桩月

季的空白。

与市场接轨的研发，加快了科技成果转化速

度，对北京大量花卉研发成果就地转化和向全国

辐射有着积极的示范意义。

花艺设计越发精湛

随着“京花”品牌不断发展壮大，北京的花卉

园艺艺术也走向全国。

“作为天安门花坛总设计师，我见证了北京

园林花卉设计业 30 多年来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的发展历程。每年国庆等节日的天安门广场及

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已成为国内花卉布置的风

向标。”天安门花坛总设计师、北京城建园林集团

设计院专家工作室负责人蓝海浪说。

蓝海浪的设计团队多次负责国庆花卉布置，

并经历了亚运会、大运会、奥运会、冬奥会等重大

活动的历练。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

置每年结合国家重大活动热点进行创意设计，主

题鲜明、造型新颖、色彩斑斓的立体花坛成为时

尚，也引领了国内花卉设计行业的发展。

“花坛就像一个个印记，记录着我国繁荣富

强、蓬勃发展的历程。能够参与其中，我们深感

荣幸。”蓝海浪说。

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上，北京传统园林花

艺因创新大放异彩。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

采取闭环管理，鲜花盆景很难运入冬奥会竞赛场

馆。可是这场冰雪盛会怎能没有鲜花喝彩呢？

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园林科技部派出颐和园宫

廷插花团队解决了这一难题。

张莹和王爽是颐和园管理处的高级工程师，

两人都有十几年的插花工作经历。去年 12 月中

旬，她们接到了为北京香格里拉大饭店、北京丽亭

华苑酒店等涉奥酒店以及五棵松体育馆贵宾室等

做花卉园艺的任务。此次任务充满挑战，要求只

能用干花，但要色彩鲜艳，且保证几个月不凋谢。

她们加班加点设计了有冬奥元素的园艺花

卉方案，经过 5 天奋战，共打造 9 个景观节点，制

作完成了《玉堂富贵 万紫千红》《锦绣春明》《龙

凤呈祥 春满五洲》等 17 组插花作品。所有作品

都用干花完成。远远望去，美丽鲜艳，许多外国

友人上前与花艺景观合影。

在延庆冬奥村（冬残奥村）等地的环境布展

上，中国宫廷插花、盆景技艺等也成为亮点，北京

颐和园传统园林花艺文化再次大放异彩。

北京花卉园艺不仅走在设计潮头，在重要场

合交出漂亮答卷，更令人欣喜的是，它还在走进

千家万户。当前我国花卉消费市场日趋成熟，花

卉消费由过去的集团消费向大众消费转变，由节

庆消费、阶段性消费向日常消费、周年消费转变，

花卉消费区域不断扩大，花卉融入百姓生活正逐

步变为现实。

近年来，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联合北京市公园

管理中心、北京花卉协会等单位，创新花卉文化

服务形式，将原有的“三节一展”传统花事活动，

增加为迎春年宵花展、郁金香文化节、牡丹文化

节、月季文化节、百合文化节和菊花文化节“五节

一展”，花卉文化创意活动不断丰富，园艺文化真

正融入市民生活。

产业链越拉越长

在北京，花卉产业链最完

整的，要属门头沟区

的 玫 瑰 产

业链。

门头沟玫瑰栽

培已有 500 多年历史，

主产地位于门头沟区妙峰

山镇涧沟村和禅房村、斋堂镇

牛 战 村 、雁 翅 镇 田 庄 村 ，面 积 约 为

5460 亩，鼎盛时期可年产鲜花 15 万公斤。

受疫情影响，近两年妙峰山玫瑰之约游园活

动已暂停，但玫瑰花种植及衍生品收入依然可

观，玫瑰产业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特色产

业。门头沟区妙峰山镇副镇长李凯介绍，2021 年

妙峰山镇依靠玫瑰花带动村集体旅游收入 180

多万元，农民个人出售玫瑰花产品收入达 160 多

万元，有力带动了当地农民就业增收。

门头沟传统的玫瑰花产业衍生产品有玫瑰

花酱、花茶、花酒、护肤品、精油等，其中玫瑰花酱

主要供应给北京宫颐府、桂香村，天津桂顺斋等

品牌。玫瑰加工产业还向深度延伸，北京玫瑰谷

香露有限公司（北京妙邑玫瑰种植专业合作社）

联合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盛妆家化有限公司等

进行创新研发，生产精油类、纯露类等 30 多种玫

瑰相关产品。

玫瑰花休闲农业也方兴未艾。门头沟区雁

翅镇田庄村的玫瑰谷全长 5 公里。雁翅镇立足

资源禀赋优势，集创意农业、耕旅体验、科素教

育于一体，融合农文教旅，因地制宜发展“一村

一品”特色产业，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在延长花卉产业链方面，位于丰台区的北京

花乡花木集团的探索也同样亮眼。他们以世界

花卉大观园为核心规划打造“一核多点 活力飘

带”，布局“花街”“花食”“花市”“花艺”“花影”等

“花+”特色产业集群，辐射带动周边区域，构建

北京独特的“花卉经济商圈”。

今年清明假期，世界花卉大观园举办了

第二届花朝汉服文化节，洋溢着国潮与

青春元素，在网络刷屏。从郁金香

花节、地景艺术节、夜游节，到每

年冬季举办的“世界花卉大观

园菊花擂台赛”等，世界花卉

大观园一年四季围绕花卉

主 题 推 出 多 个 节 庆 活 动 。

“每次活动我们都注重将花

卉文化与传统文化、时尚文

化相融合。挖掘花卉产业

的消费潜力一直是我们要做

好、做精的一门重要功课。”北

京 世 界 花 卉 大 观 园 园 长 石 文

芳说。

“草桥·花卉大观园区域作为

丰台区活力中心之一，其目标是打

造具有影响力的现代化鲜花交易中

心及以现代花卉服务为核心的园艺

综合体。”林巧玲说。北京花乡花木集

团公司目前还着手建设北京花卉

产 业 链

数 字 平 台 ，制

定 花 卉 交 易 服 务 标

准，与云南昆明花拍中心实现

联动花卉拍卖，对花卉科研成果自主知识产权进

行交易，尝试花卉云展会、云直播等。

花卉产业正在北京各区县竞相绽放，拉长、

延展产业链的脚步不曾停歇。

在平谷区大兴庄镇西柏店村，这里的“菊花

宴”远近闻名。村里推广自育的食用菊花品种不

仅促进了农民增收，还打造了“平谷西柏店食用

菊花美食文化节”品牌。

北京市功能花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芳

香植物分会秘书长黄丛林介绍，他和团队正在推

进北京花卉产业科研成果转化，为乡村振兴提供

新动能。团队与延庆区四海镇菜食河村北京四

海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采取“合作社+农户”，

年生产自育茶菊品种种苗 300 万株，年种植茶菊

1000 亩，并打造了“四季花海”景观品牌。

“京花”品牌正在散发出属于自己的独特芳

香，从业者也正在努力让孕育它的“土壤”变得越

来越肥沃。

花卉经济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更是扮靓城市、美化家园必不可少的元素。文

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

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基本建立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有效机

制。花卉产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广阔乡

村大展身手的同时，也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多渠

道与支撑。

花卉产业与旅游业、文化产业和休闲产业

等紧密相连，是一个生机无限的创意产业。北

京依托高校云集、人才集聚的优势，花卉产业得

以蓬勃发展。但也要看到，当前花卉科技成果

转化短板依然存在，消费潜力也未能充分挖掘，

花卉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空间仍有待提升。

要把花卉产业链做深做长。继续加强品

种创新和技术研发，加大花卉产业深加工力

度，让科技研发成果尽快转化成生产力。推动

花卉种源研发、生产示范、花卉交易全产业链

延伸，助推花卉产业与旅游、康养等产业跨界

融合发展。同时，也要不断完善花卉生产加工

流通等花卉产业全过程标准体系和花卉产品

质量控制体系，实施品牌战略，形成规模效益，

实现绿色发展的叠加效应。

要 深 入 挖 掘 花 卉 产 业 中 文 化 和 美 的 力

量。把花卉文化做出彩需要政府合理引导、科

学规划，市场有效运作，从而形成发展特色。

北京不同季节绽放的各式花田催生出火热的

赏花经济，但也要注重精心打造花卉文化 IP，

拓展花卉消费场景和文创衍生品，留住游人拉

动二次消费，让花文化更加深入人心。充分利

用花卉专业展会、现代信息化手段等，推动花

卉 业 现 代 化 发 展 ，助

力更多花卉产品走进

千家万户。

44 月月 2323 日日，，刚刚挂牌的国家植物园内郁金香花绽放刚刚挂牌的国家植物园内郁金香花绽放，，不少市民前往赏花不少市民前往赏花、、打卡打卡。。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佳霖李佳霖摄摄

“ 京 花 ”绽 放 独 特 魅 力
—— 北 京 花 卉 产 业 调 查

本报记者 李佳霖

作为一个北方城市，北京本不具备发展花卉产业的优势。但如今这座

城市，不仅四季鲜花盛开，还成为全国花卉科技研发高地，花卉育种、花坛

设计等成果正在向全国输出，花卉产业横跨三次产业，并衍生出层次丰富

的新经济、新业态。北京是怎样炼成这个美丽芳香产业的？

花 卉 产 业 潜 力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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