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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7
今日菏泽

一边是可以预期的催花牡丹高身价，一边是严重缺货的牡丹成品苗

菏泽牡丹“大年”花农难挣“大钱”
文/片 本报记者 景佳

记者调查：

三十年市场化

“贵贱循环”依旧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中后
期，人们对花卉的需求量越
来越大，尤其是在广州的春
节花市上，牡丹一度出现供
不应求的局面，且售价很高。

受市场影响和当地政
府引导，以菏泽市赵楼村为
中心的周围几十个村庄的
农民，在自家责任田里大量
种植牡丹，使菏泽牡丹的栽
培面积迅速扩大，适合催花
的植株数量迅速增加。下广
催花自然成为花农们发家
致富的首选之路。

1980年至1990年，到广
州催花的个体花农人数逐
年增多，催花技术逐渐被花
农掌握、发展和提高。1990
年至2000年，特别是1995年
以后，每年下广催花的植株
数量都在30万株以上，花农
人数达1000余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
后期的广州春节花市，一枝
牡丹售价高达五六十元，仍
然供不应求。”赵孝知说。

2001年前后，牡丹种苗
的效益达到最高。“当时，乌
龙捧盛等普通品种价格为
30余元一株，100元3株，一
些比较好的品种，如大胡
红、紫二乔等都卖到50多元
一株。”

自2004年起，牡丹苗木市
场价格大跌。原本30元的乌龙
捧盛牡丹，价格降至五六元，
而其成本达到六七元钱。

“搞品种牡丹的是微
利，搞普通苗木牡丹的是保
本，而外行则出现亏本，这
种情况在2007年曾略有改
观，牡丹出现低幅度上涨
外，随后几年价格再度走
低，导致近三年来出现了花
农亏本卖牡丹的局面。”赵
孝知介绍。

赵孝知说，短期来看，
牡丹目前的高身价还会保
持二三年时间，市场上牡丹
株苗紧缺也将保持二三年，
但花农明年不应盲目扩大
种植面积，应理性看待价格
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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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农赵文建说，
这一车南下广州催花的
牡丹，一半返购于洛阳。

又到牡丹南下催花时。23日
傍晚，曹州牡丹园西大门前空地
上摆满了成捆的牡丹株苗，一辆
准备南下运输催花牡丹的大货车
停放在这里，七八名花农正忙着
装车。这里，每年都是菏泽牡丹装
车南下催花的起点。

“这部分是大胡红，注意分
开装。”牡丹区牡丹办事处花农
赵文建指挥装车，今年 4 7岁的
他，既是花农又是花商，自1989

年开始从事牡丹南下催花和销
售，至今已有22年的经验。他告
诉记者，这一车牡丹约9000株，
包括大胡红、乌龙捧盛等8个品
种。这批牡丹株苗运抵广东后，
经过 5 0余天的生长和催花，即
可亮相广州的春节市场。而广
州春节市场上约9 5%以上的牡
丹来自菏泽。

催花牡丹是否能延续今秋
牡丹的高身价？中国牡丹芍药协

会常务理事赵孝知分析，广州市
场上的牡丹价格预计会大幅提
升，花农挣钱的几率也将相应增
加。

他的观点得到不少当地专业
人士的赞同。

赵文建以最受广州市民的牡
丹品种大胡红为例，向记者算了
一笔账。他说，这车大胡红牡丹的
收购价平均达到了38元/株，其中
从洛阳购来的苗木达到了40元/

株。比去年整整翻了一番，同时受
油价上涨影响，每株牡丹的运费
上涨到1 . 5元，到广州后，土地租
金每株合计十几元，花盆十几元，
再计算上人力及日常花销，成本
合计65元/株左右。

从事牡丹催花22年的赵文建
说，“每株牡丹平均13个枝，花开
约13朵，即使按照去年每朵花10
元的市场价，催花牡丹也将有50%
的利润空间。”

一株催花至少有50%的利润 南下菏泽花农挣钱几率大增

据记者走访当地花农花商发
现，受成品苗缺货、株苗及运输成
本增加的影响，今冬菏泽南下催
花的牡丹大幅减少。

赵文建说，南下广州的花农
11月20日开始启程，三四天陆续
走了10车，尽管南下深圳的还没
有出发，但据统计，今年南下催花
的牡丹只有12万株左右，较去年
减少三分之一。“现在的情况是货
源紧缺，有钱也买不到成品牡

丹。”
26日上午，10月初记者曾采

访过的花农许天松正准备外出打
零工。他称自己已有20多天未曾
进过牡丹田了。“牡丹成品苗秋天
全卖光了，现在地里生长的是株
龄仅两年的幼苗牡丹。”

经历了连续三年“亏本卖
牡丹”的境况后，菏泽牡丹今秋
重现高身价。普通牡丹品种从
去年 1 0元 /株，涨到了2 0元，略

微名贵的品种从一二十元，涨
到了二三十元，而论枝卖的名
贵品种涨幅更大，达到了三四
十元。价格创出了十年来的最
高，许天松家中今年售出1 . 5亩
牡丹，抛去成本，还有三万元的
收益。

说起这些，50岁的许天松流
露出的不是喜悦，而是遗憾：“要
是当年不弃种而是多栽植牡丹，
今年的收益将不只这些了。”他

说，四五年前，家中田地里全是
牡丹田，但经历了连续多年的亏
本卖牡丹后，他和当地不少花农
一样，抛苗弃种牡丹，其家中原
本六七亩的牡丹田，现在仅剩2
亩地。

“商机来临，准备不足啊”许
天松说，面对今秋牡丹好行情，不
仅售空了四五年株龄的成品牡丹
苗，就连株龄仅三年的牡丹苗也
被他挖出卖了。

商机来临，花农却准备不足 初冬菏泽牡丹成品苗严重缺货

“2009年为二十五六万株，
去年是十七八万株，今年仍在大
幅减少，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
今年在12万株左右。”赵孝知告
诉记者，近年来，菏泽南下催花
的牡丹数量在逐渐递减，今年尤
其明显。

“今年只有12万株左右，比去
年减少三分之一。”赵孝知说，经

历了连续三年“亏本卖牡丹”的境
况后，菏泽牡丹今秋呈现出了旺
销局面，仅洛阳客商的需求量，就
达到了100万株以上，这不仅使得
牡丹今秋重现高身价，而且使得
菏泽牡丹成品苗缺货。

因此，今冬市场出现了催花
牡丹“一株难求”的局面，普通品
种牡丹从去年一二十元/株，涨到

了三四十元，部分五年生、十余个
枝的成品苗，甚至涨到了50元，身
价较去年翻了一番。

尽管身价高，菏泽用于南
下和本地催花的牡丹成品苗仍
然缺货，菏泽花商不得已返购
洛阳牡丹补缺。菏泽市国花牡
丹研究所副所长卢胜杰告诉记
者，当地市场上，从洛阳购得的

成品牡丹达五六万株，尽管如
此，仍不能满足当前的市场需
求，今冬菏泽南下催花的牡丹
大幅减少。

大货车驾驶员刘立军也向记
者证实，他所在的菏泽交通集团
第一运输公司以往受雇南下运送
催花牡丹的车有十四五辆，今年
还不足10辆。

花商不得已返购洛阳牡丹补缺 南下催花数量仍较去年锐减

一边是可以预期的催花牡丹
高身价，另一边则是严重缺货的
牡丹成品苗。眼看着好商机却挣
不了钱，不少同许天松一样的花
农疑惑：“价格暴跌，花农是主要
受害者，而眼下价格暴涨，花农咋
仍然难受益？”

对此，赵孝知解释说，同国内
大蒜大葱一样，菏泽牡丹也没有
走出“贵贱循环”的怪圈，花农也

未改变“种涨不种跌”的困局。
据其介绍，今年牡丹种苗

年销售量约为300万株，尽管菏
泽仍是全国最大的种苗输出基
地，但总销量较往年有所减少。

“约占国内市场8 0%以上，占国
内出口种苗90%以上，占国际市
场30%份额。”他说，这300万牡
丹苗木中，出口约 1 5 0万株，用
于国内销售的牡丹130余万株，

眼下用于南下及本地反季节催
花的牡丹只有不到 2 0万株，而
当前新出现的国内市场“供小
于求”的格局，牡丹价格也就较
去年有了大幅增长。

赵孝知说，尽管牡丹今天有
了高身价，但由于花农种植牡丹
数量的减少，其收益也就无法实
现较大的增加。

他说，牡丹苗木种植一般为

四五年，四年前，作为高级农艺师
的他就曾指导当地花农增加种植
数量，但不少花农不为所动，抛苗
弃种，而目前，随着牡丹价格的暴
涨，花农今年又开始大批量嫁接
栽种牡丹，这很有可能造成下一
次供求失衡。

“花农‘种涨不种跌’的思
想若不转变，困局仍难解。”赵
孝知说。

牡丹“大年”，不少花农难见高收益 专家称花农“种涨不种跌”困局待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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