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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牡丹种植面积2012年新增15万亩，达到25万亩，今年还将新增20万亩，
2015年预计达到100万亩。牡丹种植面积几何速度增长的背后，是牡丹籽油、牡丹
化妆品等牡丹深加工产品的不断发展，牡丹产业正在成为拉动全市经济高效跨
越发展的特色支柱产业，不久的将来牡丹产业有望打造成新的千亿元产业。

牡牡牡丹丹丹产产产业业业化化化变变变革革革中中中“““绽绽绽放放放”””
牡牡丹丹花花带带动动的的一一条条产产业业链链居居全全国国之之最最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贺贺 通通讯讯员员 郜郜玉玉华华

牡丹籽油堪比
“黄金油”

牡丹尚未栽植，牡丹籽已被订
购一空，这一现象在山东省菏泽市
普遍存在。以往只用来培育种苗的
牡丹籽，如今为何成了“香饽饽”？
牡丹区黄堽镇宋楼村花农宋建波
说：“去年一斤牡丹籽卖到15块钱
左右，栽上一亩牡丹，光籽就可卖
到6000多元。如果再加上卖牡丹
花、花蕊等，那收入就更可观了。”

牡丹籽卖出了高价钱，得益于
菏泽牡丹产业化的快速发展。2010
年，牡丹区农民赵孝庆等人经过8
年攻关，发现凤丹和紫斑牡丹籽所
榨的油金黄透亮，不饱和脂肪酸含
量高达92%以上，其中α-亚麻酸占
42%，多项指标超过被称为“液体
黄金”的橄榄油。

我国是世界上食用油严重缺
乏的国家，年均缺口在60%以上。
据中国林科院的分析结果显示，牡
丹籽富含人体需要的氨基酸、维生
素、多糖、不饱和脂肪酸等多种成
分，极具开发价值。更重要的是α-
亚麻酸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人体
不可或缺而自身不能合成又不能
替代。

2011年3月,牡丹籽油被列入
山东省油料产业振兴规划，菏泽被
列为全省三大新开发油料基地之
一。国家林业局将菏泽市列为全国
油用牡丹生产基地试点区。

近年来，菏泽已完成牡丹芍
药鲜切花、牡丹不凋花、牡丹籽
油、牡丹茶、牡丹化妆品等70多项
技术研究和牡丹深加工综合利用
项目，对牡丹实用价值的研发已
辐射到日用化工、食品保健、餐饮
服务等多个领域，有望打造成新
的千亿元产业。

不少企业嗅到
“牡丹芬芳”

正在牡丹区建设的尧舜牡丹
产业园，建有牡丹籽油、牡丹茶饮、
牡丹胶囊等多条生产线，其产品涉
及日用化工、营养保健、医药化工
等多个领域，这是牡丹区牡丹产业
化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不少企业看好了牡丹
产业化发展的广阔前景，纷纷斥巨
资进军“牡丹领域”，尧舜、盛华等
一批牡丹深加工企业纷至沓来。菏
泽尧舜牡丹产业园达产后，将形成
年产牡丹籽油2000多吨、牡丹胶囊
2 . 4亿粒、牡丹茶50余吨的能力，年
产值500亿元，利税180亿元，成为
牡丹产业化发展的领军企业。

2012年12月22日，全国首家牡
丹应用研究所——— 中国牡丹应用
研究所在菏泽成立，该研究所是北
京工商大学、牡丹区人民政府和菏
泽尧舜牡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共
同成立，将致力于牡丹的产业化应
用研究，标志着牡丹应用从此有了
专业的技术研究机构。

目前，尧舜牡丹产业园的首条
年产一万吨牡丹籽油生产线已投
入运营，牡丹花蕊茶已进入试产阶
段，牡丹油软胶囊生产线正在安
装，牡丹日用化工产区在紧张建
设。盛华牡丹产业园1500平米的牡
丹温室大棚、1100平米的恒温冷
库、2000平米的牡丹花茶加工车间
已建成使用。

牡丹产业将成
特色支柱

据了解，仅投资20亿元的尧
舜生物龙头企业一期工程，牡丹
籽油生产能力就有上万吨，全市

一年产牡丹籽不够企业开机生产
几天的。所以2012年牡丹籽价格
飙升，各个牡丹深加工企业开始
抢收牡丹籽。

为了缓解牡丹籽不能满足企
业需求的情况，菏泽市大力推广牡
丹种植。其中，牡丹区出台扶持奖
励政策，加快推进了牡丹种植基地
建设步伐。对新增成方连片50亩以
上的牡丹种植农户，每亩给予200
元补贴。

与此同时，牡丹企业与农民签
订种植收购合同，解决农民的后顾
之忧。“我们现在与农户签订购销
合同，确定了牡丹最低保护收购价
格。”盛华公司董事长谭宝剑拿着
一份收购合同对记者说。

协议上约定：公司提供牡丹苗
和牡丹籽及所需农资，并对农民的
牡丹花瓣、种子、牡丹根制定了保
护价格。“这样做一方面为了满足
企业牡丹深加工所需资源，另一方
面消除了农民对于牡丹销售的担
心，达到双赢。”谭宝剑说。

位于牡丹区黄堽镇的山东盛
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占地500亩，
其中有种植模式示范区、有观赏
区、牡丹加工转化区和200多亩种
苗基地。谭宝剑告诉记者 :“公司
又与基地相邻农民的500亩地达
成流转意向，向牡丹精深加工延
伸。”

“为了解决种植油用牡丹见效
周期长的担忧，我们发现牡丹可以
套种中药茶、花卉、农作物等，每年
也能有两三千元的不等的收入。”
菏泽国家牡丹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管理办公室主任陈学湘说，现在越
来越多的农民发现了油田牡丹种
植的效益。

据了解，目前菏泽市牡丹栽培
面积达25万亩，全国90%的牡丹新
品种、85%的牡丹出口都由此提

供。其中仅去年就增加15万亩，今
年还将新增20万亩。

按照规划，2015年菏泽市牡丹
栽培面积将达100万亩。面积扩大
的同时，菏泽牡丹产业也实现了从
过去单一的苗木、观赏、药用逐渐
走向深层次、多领域、全方位开发
的综合利用之路，牡丹产业将成为
拉动全市经济高效跨越发展的特
色支柱产业。

背景链接

菏泽全力推进

牡丹产业化

为充分发挥菏泽牡丹的资源

和品牌优势，进一步加快牡丹产业

化进程，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

快发展，2011年，菏泽市委、市政府

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加快牡丹产业

化发展的政策、措施。制订牡丹产

业奖补办法，对达到一定规模的牡

丹产业园建设进行重点支持；对达

到规范化、标准化种植的牡丹种植

户均给予适当的补贴。

2011年4月，国家林业局批准

的“国家牡丹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落户菏泽，基地的主要任务是制

订和实施牡丹产业化发展规划，

延长牡丹产业链条，建造全国牡

丹资源信息平台，打造科学的牡

丹生态、产业、文化体系。按照基

地发展规划，菏泽市牡丹区选择

14个乡镇 (办事处 )规划3条具有

旅游观光功能的牡丹标准化产业

带。2012年完成了15万亩油用牡

丹的种植任务。

▲牡丹籽油的发现者赵孝庆向人们介绍牡丹籽油的优点。 本报记者 姚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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