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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乔下灌种植模式
意外当牡丹保护伞

6月29日，安居街道的四
季牡丹生态园内绿意盎然，一
眼望去，油用牡丹的枝叶中藏
着一个个“海星”状的绿色果
实，也就是油用牡丹的籽。而

这些看上去不算高的油用牡
丹，其实已经生长了十年。

“从前这里就是一片涝洼
地，2014年种下第一棵苗，50
天种了几十万棵。”走在田间，
济宁市四季园苗木种植有限
公司总经理谢明珠指着生机
勃勃的牡丹园说，通过5年的
发展，四季牡丹生态园的油用

牡丹规模，在全国数一数二。
谢明珠坦言，农业发展的

困难在于前期投资大、见效
慢。油用牡丹作为一种新兴的
木本油料作物，生长周期长，
种下后自第三年开始结籽，5-
30年为高产期。而四季牡丹生
态园的特色，就在于探索出成
熟的“文冠果、杜仲+油用牡

丹”、“油用牡丹林下养鹅”等
立体复合模式。

走在小路上，白鹅的叫声
隐约可见，“林下养鹅的模式是
偶然间探索出来的，当时建园
时养了20只鹅，放养过程中发
现，鹅只吃草，不吃牡丹。”谢明
珠介绍，利用养鹅来除草，不仅
节省人工，也会带来一定的经
济效益，目前园区内的鹅共有
2000只，实现了规模化养殖。

而上乔下灌的种植模式，
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也曾经帮
助牡丹躲过多次自然灾害。
2015年，济宁下了一场半小时
的冰雹，当时牡丹园正处于创
建初期，新栽种的树木倒得七
零八落。“让人欣慰的是，高大
的乔木保护了尚在成长中的
牡丹。”谢明珠说，今年的倒春
寒，让菏泽等盛产油用牡丹的
地方都没结籽，而四季生态牡
丹园硕果累累，这都得益于上
乔下灌的种植模式。

挖掘牡丹衍生品
产游融合欢乐游

走在牡丹园内，风车呼呼
地旋转，木桥下流水潺潺，红
色的月季花开得正艳。今年4
月15日，四季牡丹生态园开门
迎客，姹紫嫣红的牡丹花吸引
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顾客，当天
就有13万游客慕名而来。

四季牡丹生态园既不是

单纯的生产圃地，也不是纯
粹的旅游开发，更不是传统
的观光农园。生态园以油用
牡丹产业为主体，结合观赏
牡丹、花卉产业、林下经济及
种苗引育，建设经济新常态
下现代农业转型与升级的综
合示范区。

为了解决花期短的难题，
计划新建“万花楼”，让牡丹四
季常开；依托园区排灌设施，
建立中小学生科普站；建设冷
库、生产牡丹籽油……对于园
区未来的发展，谢明珠有一张
宏伟的蓝图，而这些计划也在
一步步的推进中。

“公司建了一个5000平方
米的冷库，全国98%的油用牡
丹籽都集中在这里，下一步将
上一套加工牡丹籽油的设备，
届时可以实现自产自销，市民
吃得更踏实。”谢明珠积极挖
掘牡丹及其衍生品的多重经
济效益，以花为媒，打造产游
融合精品园区。

四季牡丹生态园，是安居
街道推进特色农业发展、发展
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街道
重点打造具有安居特色的现
代生态农业产业园，发挥四季
牡丹生态园的示范带动作用，
探索形成‘种植+休闲’农业发
展新路径，加速推进农业跨越
式转型发展，促进农民就业，
增加农民收入。”安居街道党
工委书记孔晓军说。

荒荒凉凉的的涝涝洼洼地地，，如如今今花花香香客客自自来来
上乔下灌、林下套养，安居街道打造产游融合精品园区
本报记者 马辉 孙璇

从一片荒凉的涝洼地，到如今风景如画的牡丹景区。经过5年的发展，安居街道四季牡丹
生态园油用牡丹的规模在全国数一数二。这里既不是单纯的生产圃地，也不是传统的观光农
园，而是产游融合的精品园区，“富贵花”让村民家门口就业。不久的将来，园区生产的牡丹籽
油将会销往全国各地。

姹紫嫣红的牡丹园，吸引了很多游客慕名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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