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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省书博会德州开幕
德州中小学、农家书屋获70万元图书捐赠

菊展停办十年，育菊人员转行，社会养菊停滞

“菊城”遭遇名不副实尴尬
本报记者 杨金涛

德州市经济开发区内，

东方红东路的最东头北侧，

一处不起眼的小路透过浓密

的路边绿化带，指引着记者

来到了位于绿化带后面的德

州市园林处东苗圃菊花培育

基地。

“现在，德州市范围内就

剩下这最后一家菊花培育基

地了。虽然基地占地80多亩，

但从2000年以来，实际用于养
花的苗圃也就只有3亩多地

了，最多能养3000多盆。而2000

年以前，德州市菊花的种植最

高峰在2万多盆。”14日上午，

德州市园林处东苗圃菊花培

育基地的蔡松年告诉记者。

据了解，自 1981年至
2000年，德州市举办市内菊

展18届，参展菊花达54万

盆。其中第一届至第十七届

的参展单位大都是由市政府

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指定的，

主要由市直机关和国有企业

组成，“当时人们养菊爱菊的

热情比较高涨，短时间内，就

由第一届菊展的2000多盆发

展到第十七届的2万多盆，特

别是第18届德州市菊花展改

由新成立的德州市花卉产业

领导小组负责，将参展单位

由市区单位及近郊花农延伸

到各个县市区，使菊展规模

达到顶峰。”德州市园林处的

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

然而，2000年后，一些养
菊大户特别是国有企业因机

制或其他问题在运营上陷入

困境，没有精力再培育菊花，

使菊展工作受到了影响。

继第18届菊展之后，一

年一度的德州市菊展停办

了。加上2000年菊展的相关

资金补助没有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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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市以菊花为

市花，号称菊城，但记

者采访了解到，2000年

以来，德州市目前仅

剩下一家规模化养菊

基地，占地仅有 3亩

多，最多可种植3000多

盆菊花，基地的养花

工人也只有1个，“菊

城”养菊陷入尴尬。

蔡松年在

修理菊花。

本报记者

苏超 摄

社会养菊目前基本停滞

“这是我们基地唯一一个养花的
工人了。再过两年，他退休了，以后谁
来养花？这可是个难题。”德州市园林
处副主任杨立华指着面前的养花工
人蔡松年，略显无奈地告诉记者。

“我本来前年就可以办理内退
的，但现在没有接班的，所以领导让
我等到60岁时正式退休，其实挺担心
后继无人的。”到年底就满58周岁的
蔡松年向记者表示。

蔡松年1971年来德州市园林处
工作，从1975年开始养菊花，从第三
届中国菊花展开始，由他种植的菊花
都代表德州市园林处出现在历届的

评比中，并获得了多个一等奖。

“菊花好养活，可是要想养好就
难了。你要天天盯着它，不像种大树，

种上就不用管了，这个刮风下雨都要
来看着。况且，由于从菊苗到成菊，需
要一年的时间来照料，没有大‘钱
途’，年轻人都不愿意干这行。”干了
30来年菊花养育工作的蔡松年苦笑
着说。

当记者问起，退休回家后，在家
里还养不养菊花时，蔡松年笑着说：

“也该休息一下了，养花挺累的。”不
过，蔡松年随后表示，如果单位需要，

退休后还是会尽力照顾好苗圃的。

蔡松年：

担心养菊“后继无人”

秋色斑斓
10月18日下午，德

州下班的市民在秋雨中

匆匆赶路，秋雨带来的

寒意让人们无暇欣赏水

面映射出的斑斓秋色。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影报道

10月18日，德州共青团

路小学门口，一位母亲为孩
子裹上厚厚的羽绒服御寒。

18日德州市降下秋雨，市民

纷纷换上冬装御寒。

本报记者 苏超 摄影报

道

母爱驱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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