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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金强

20世纪18年的坚持，从第一届菊展的2000多盆发展到最终的两万多盆，让菊花种植
和展览在德州盛极一时，德州也因此博得菊城美誉。而如今，随着一批批养菊人和花农
的退出，德州只剩下一处可种植3000株菊花的苗圃，专职养菊人仅1人。

枕在历史的辉煌成绩上继续黄粱美梦，还是下大力气让菊城称呼名副其实？日前，
德州市出台加快菊花产业发展意见，给出了德州市要重塑菊城形象和经济效益的答案。

又到一年菊黄时。10
月17日早上七点多，位于
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德
州园林处东苗圃一片繁
忙，园林工人正在装载菊
花，为第十一届中国菊花
展览会做准备。

陈凤岭作为中国菊花
研究会副理事，这次将选
出在这里栽种280余个品
种、约1000余盆菊花，代表
德州进京参展。

“德州菊花的名声还
在。”陈凤岭说，德州菊花
栽培历史悠久，群众基础
好，曾闻名全国。1994年菊
花 被 确 定 为 德 州 市“ 市
花”，在历届菊花展中，德
州菊花屡次夺魁。

生在一个养菊世家，
陈凤岭的养菊情节源于
父 亲 陈 玉 亭 的 耳 濡 目
染——— 20世纪20年代，15
岁的陈玉亭在沧州西郊
的运河岸边养花专供京
津富户。

随着军阀混战加剧，
京津市场变得异常艰难，
陈玉亭尝试着到德州卖

花，没成想一炮走红，并在
德州安家落户。

解放后，德州市成立
德州园林管理所，陈玉亭
开始担任管理所副主任
和人民公园花卉班班长，
当时人民公园已有原盆
菊、独本菊、悬崖菊、地棵
菊、大立菊、嫁接菊、短日
照菊7大类300多个品种，
德州成为山东省唯一一
个菊花品种过百的城市。

1982年，德州市代表
山东省参加中国园林协会
在上海市人民公园举办第
一届全国菊花展，获得2个
金奖，1个银奖，6个铜奖。从
此，棵矮、杆粗、叶茂、花大、
花齐的德州菊花名扬全国，
对于德州菊花来说，在每年
的菊花展上获奖已成为习
惯。

在全国获得名次的同
时，1981年至2000年，德州
市举办市内菊展共18届，
参展菊花达54万盆。德州
积累了良好的菊花养殖基
础，1994年，菊花被确定为
德州市“市花”。

用专用肥料为菊花增肥、花盆
用过的全部换掉、对菊花的品种进
行归类……有园林专业研究生学
历的赵凯跟着蔡松年学习菊花培
育技术。

赵凯说，现在德州越来越重视
重振菊花产业发展。但他认为，多
种花卉产业化培育并举，突出菊花
种植产业化，或许更适合德州。

日前，德州市出台加快菊花产
业发展意见，计划分两阶段恢复振
兴德州菊花生产，按照“三年打基
础，五年成规模，逐步产业化”的步

骤，2014年至2016年为传统菊花产
业发展阶段，重点发展盆栽菊。全
市规划发展盆栽菊1100亩，全市培
育盆栽菊花200多万盆。2017年至
2020年重点发展现代菊花产业，扩
大种植规模，增加品种种类，协调
发展观赏、食用、茶用和药用菊花。
全市规划菊花发展到1万亩，产业
产值超过2亿元。

陈凤岭认为，如今的产业之路
肯定不能再走原来的老路。陈凤岭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东苗圃里
面种植的菊花，一株多头菊花成本

在40—50元，如果拿到市场上卖，
只能卖20-30元，简直是赔本买卖。

在陈凤岭看来，现在首要的是
培养菊花种植人才，将德州这些年
积累的种菊经验传承下去，再通过
展会等活动让市民重新认识并重
温种菊赏菊的氛围，下一步才是有
计划地改变观赏性盆花种植一枝
独大的局面，增加药用菊、礼品菊
以及反季节菊花的种植面积，并在
菊花产业的纵深发展、菊花产品深
加工上提前做文章，才能保证整个
菊花产业链条的完善。

能能不不能能够够
满满城城再再飘飘菊菊花花香香

17日，三八路上，准备到医院
看病人的严先生买了百合花束，面
对记者采访，他表现出对菊花在德
州的历史一无所知。

三八东路一家花卉市场的工
作人员说，还是玫瑰、百合等鲜切
花比较好卖，菊花一般是在清明节
时卖得稍微多点，季节性很强。

虽然菊花与月季、康乃馨等一
起被称为世界著名的切花之一，但
菊花的销量现在少之甚少。偶尔有
买盆栽菊花供观赏用，也只是一些
老年人的个人爱好。

顶着“菊城”的美誉，德州菊花
的尴尬显而易见。“其实菊花在古
代皇廷都是高贵的象征。”陈凤岭
说，现在的老百姓对菊花有误解。

“好在德州观赏菊花没有断
代，还屡屡获奖。”陈凤岭说，位于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东苗圃有一块
专门种植菊花的地方，而养菊专家
蔡松年在此坚守了30多年。

脚踏一双老北京布鞋，皱纹开
始爬上这位62岁老人的脸上，但他
守护菊花的脚步仍未停歇——— 弯
腰浇水培土，进门出门，脚上身上

总能带着泥水。俨然一副农民形象
的蔡松年，在养菊花的岗位上坚守
了34年。在历次全国菊展中，他的
菊花获得60余个奖项。

在这片占地仅有3亩多的苗圃
里，除了蔡松年和几名偶尔来干活
的临时工，平时无人问津。55岁就
可以内退了，可是一直找不到合适
的接替人选，他就又干到现在。

蔡松年说，今年春季他才得以
退休，却仍没有离开岗位，因为要
进京参展，又被德州市园林处返
聘，负责菊花参展和培养接班人。

一下高速公路，就有迎面扑来
的菊花，路上也摆满菊花……这是
陈凤岭对菊花之城河南开封的印象。

1982年第一届全国菊花展，开
封并没有参加，而是派人学习取
经。1983年，开封市把菊花立为市
花，举办了第一届开封市菊花花
会。此后每年举办一届，开封养菊
风气再度兴盛。每年10月，整个开
封可谓街巷有花，家家种花，店铺
摆花，开封也逐得“菊城”雅号。

跟开封相似，德州也曾满城菊

花。1981年至2000年，第一届至第
十七届的参展单位大都是由市政
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指定，主要由
市直机关和国有企业组成。

2000年后，一些养菊大户特别
是国有企业由于诸多原因陷入困
境，导致养菊人数骤减，加上2000
年菊展的相关补助资金没有到位，
极大地挫伤了养菊单位和菊农的
积极性，原有的育菊人员纷纷转
行，社会养菊活动基本陷入停滞。

陈凤岭回忆，当时的德州对菊

展和菊花产业十分重视，还专门成
立了花卉产业小组，但随着社会经
济形势变化和小组成员的退休，菊
花展慢慢消失在德州市民的视野
里，仅存的观赏性菊花种植数量有
限，仅供每年的全国菊花展。

跟德州相反，开封通过坚持办
菊花展，积累了一批菊花种植高
手，同时开展卓有成效的经贸洽
谈、招商引资、菊花产品暨旅游品
展销等经贸活动，将菊花展拓展成
了菊花文化节。

产业之路

开封经验

现实尴尬

昔日荣光

10月17日，菊花种植棚内，养菊专家蔡松年正在仔细
地打理着待放的菊花。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1

2

3

4


	N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