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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两大牡丹园内40万盆菊花齐开放，品种达到近千个，全来自菊香社区

菊菊花花飘飘香香，，““婆婆家家””就就叫叫菊菊香香

本报菏泽11月3日讯 (记者
李德领 ) 为提升菏泽共青团

工作科学化水平，加强与先进
地市共青团组织之间的学习交
流，近日，团市委组织各团县
(区 )委书记和团市委机关干部
一行2 0人赴淄博、潍坊学习考
察，通过座谈交流、实地考察等
方式，学习交流先进工作经验
和做法。

考察团一行深入淄博市青
年创业梦工场、张店区第八中
学、张店区青年汇、潍坊市青少
年宫、潍坊市鸢都义工公益服务
中心、寒亭区实验小学、奎文区
大虞街道孙家社区青少年综合
服务平台等9个共青团工作创新
示范点，通过座谈交流、实地考
察等方式，学习交流先进工作经
验和做法。

近年来，全市各级团组织
打基础、利长远，做了大量扎实
有效的工作，但与全省先进地
市相比，在基础条件、资源环
境、重视程度、阵地建设、理念
方法等方面仍存在很大差距。
此次通过赴淄博、潍坊学习考
察，考察团一行都感触颇深，受
益良多，大家畅谈感受，启迪思
路，并整理形成了学习考察报
告，下一步，全市各级团组织将
学以致用、正视差距、开拓创
新、自我加压，力争实现菏泽共
青团工作科学赶超、后来居上
的奋斗目标。

团市委赴淄博、潍坊

学习先进工作经验

本报菏泽11月3日讯(记者
邓兴宇) 金秋时节的菏泽，

曹州牡丹园、中国牡丹园两大
牡丹园内40万盆菊花齐放，品
种达到近千个。对于这40万盆
菊花的出处，其实不远，就是菏
泽牡丹办事处的菊香社区。一
个小小的社区，300多户人家，
如何一步步做到让菊花变成了
村民手里的“摇钱树”？又如何
将菊花年销售额做到近千万？3
日，记者带着一系列问题探访
菊香社区的成长之路。

“父亲是个爱菊的人，也
是村里最早开始种植菊花的
一批人，可以说跟菊花打了一
辈子交道。”如今担任中国牡
丹园技术员的菊香社区花农
李安玉告诉记者，其父李太良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在自
留地和院子里种植菊花，当时
种植的数量极少，只是因为喜
欢菊花。到了八十年代，哥哥
李保健从农校毕业回来便向
父亲说起想大面积种植菊花
的想法，没想到父亲和几个朋
友一商议便同意了。那时候，
说是大面积种植，其实也就种
了二三百棵，但卖花得来的三
四百元绝对算得上家里一笔
不小的收入。

渐渐地，街坊邻居看到李
太良家卖菊花赚了钱，就也跟
着种植起来。直到九十年代，社
区内六十七户人家都在种植菊
花，种植面积也达到了近百亩。
小小的菊花不仅在菏泽及泰
安、济宁、济南等省内城市销售
火爆，更远销到上海、北京、浙
江等地，但当时的销售模式多
是自种自销。

“93年在开封学习了菊花
嫁接技术，94年就回村包了4

亩地开始种植菊花，一亩地能
种近2000棵，一盆菊花卖到5
元左右，头一年就净挣了2万
多元。”菊香社区第四生产队
队长李丰海说起自己种菊花
的过程还津津有味。尝到了种
菊花的甜头，李丰海就没停止
过脚步。2010年左右，菊花行
情很好，他就把种植面积扩大
到了18亩，种了近4万棵菊花，
这也让他成为社区里的种植
大户。“今年虽然只种了13亩，
但销售额也达到了50万。”李
丰海说。

“村里都在种菊花，俺每年

也就种个二三亩，加上孩子他
爸在外打工，一年能挣个8万块
钱左右。”41岁的臧金凤摆弄着
手中的菊花说，“虽然比不了那
些种植大户，但小日子也是越
过越好了。”

种植菊花不但需要行动，
更需要技术，社区村民们在扩
大种植面积的基础上还引进新
品种，对菊花进行造型加工等，
让小小的菊花“大有可为”。很
快，菊香社区种植的菊花越来
越供不应求，美名也享誉大江
南北。

据牡丹办事处党委副书记

张效坤介绍，菊香社区原名张
可庄，栽植菊花历史悠久，由于
菊花产业发展的好特更名为菊
香社区，下辖张可庄，李楼，雪
洞3个自然村，居民340户，种植
菊花户数达到170户左右，最鼎
盛时间菊花种植面积达到400
亩。近年来，菊香社区通过成立
菊花种植专业合作社、举办菊
香文化艺术节、拓展网上销售
渠道、培植名贵菊花品种和构
思菊花造型等有效举措，加速
推进了菊花的规模化、集约化
生产，成为市远近闻名的“一村
一品”专业村。

小小菊花让社区居民富裕起来。 本报记者 邓兴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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