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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盛产汉服的曹县火了。其实在山东，将小产业做到极致的“宝藏”县市和“宝藏”村镇还
有许多。山东不仅有中国“假睫毛镇”“汉服县”，还有“风筝村”“金蛋村”“吉他小镇”……这些产业，是
通过小行业撬动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而这些地区，也成为小城市通过错位发展找准自身定位的惊艳
缩影。即日起，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推出“小康圆梦·走进宝藏村镇”系列策划，探访山东的一系列“宝
藏”村镇，看这些地方如何通过一个个特色产业实现自己的小康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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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三成农户种多肉
一年销售1500万盆

7月12日，青州市黄楼街道卢李
村村民李天坤正在温室大棚内管护
着棚内的多肉植物。温室内，成排成
片的“肉肉”像集合的队伍一样，整齐
地种在方形塑料格子里，肉嘟嘟的叶
片、小巧的身形、明丽的颜色，“萌”感
十足。“这个是玉露，它的叶片晶莹剔
透，像碧玉一般透明，比较喜欢背阴
潮湿的环境；那个粉色的叫桃蛋，现
在市场上卖得最好。”李天坤说道。

据介绍，他之所以种多肉，是因
为受到了堂弟李天学的带动。他说，
李天学是村里第一个返乡创业的大
学生。2010年，李天学去了上海世博
会，在那次展会上，日本和韩国的参
展商带着多肉来展销，他与对方谈合
作，开始向青州引进多肉植物的种
植。

随后的两三年时间里，李天学、
李天坤等黄楼镇最早的一批多肉种
植户开始大规模种植多肉。当时北方
多肉市场还没有形成，但在南方，多
肉卖得很火，所以他们的多肉也不愁
销，大部分供给了南方一些企业以及
网上的电商。“当时市场上种得少，利
润空间也比较大。一开始我种仙客
来、绿萝这种盆栽花时，每亩产值五
六万元钱，那时候多肉每亩产值能达
到三四十万元。如果开发出来一个新
品种，定价几千甚至上万元，都会有
人买。最贵的一棵就能卖到好几万。”
李天坤说。

卢李村党支部副书记李鸿均介
绍，卢李村是青州的花卉生产专业
村，种花已经有40余年历史，是青州
市较早发展花卉产业的乡村之一，村
里80%的村民从事和花卉生产与销
售相关的产业。看到市场需求大、利
润率高，再加上比较省事、省工，当地
其他花农也迅速上马多肉植物。发展
到现在，全村260户人家中，三分之一
都在种植多肉。平均每户人家两个大
棚，一个棚能养10万盆多肉，保守估
计，一个村一年能卖1500万盆多肉。
不少人都跟着实现了发家致富。

抓住产业风口
源于深厚盆栽花基础

卢李村的故事，在青州其他不少
村镇也在陆续上演着。青州一直有种
植花卉的传统，多肉一进入国内，立
即引起青州花卉种植者的关注，随着
品种日益丰富，电商势力不断涌入，
青州的多肉市场迅速崛起。

青州市花卉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郑栋鹏介绍，目
前，青州不仅是中国多肉的种植中

心、交易中心，也是种子资源的聚集
中心。青州多肉的存养量已经达到8
亿株，占全国市场份额的60%以上。

2010年前后，国内多肉植物市场
需求猛增，为何唯独青州抓住了产业
发展的风口？郑栋鹏认为，这与青州
深厚的盆栽花产业基础有关。“一个
产业的发展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基于
整个产业的龙头带动作用才发展起
来的。”他介绍，青州是中国盆栽花交
易中心、集散中心和物流聚集地，在
这个大产业的整体带动下，多肉产业
才能风生水起。

郑栋鹏介绍，青州的盆栽花产业
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张响
亮的名片。在当地政府的持续引导
下，青州盆栽花已经形成了从种子研
发到种植，再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
条，形成了一个产业循环体。

此外，青州多肉产业的发展也离
不开当地良好的气候条件以及农民
栽培技术的提升。特别是近几年来，
青州现代农业发展迅速，由传统的大
棚升级到物联网大棚，由传统的温室
发展到物联网温室和人工智能温室，
种植条件逐渐升级迭代，提升了多肉
的质量和品质，从而让青州多肉在全
国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和声誉。

培育新种追求精品
增强产业竞争力

随着多肉植物种植面积的快速
扩大，以及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多
肉的利润空间正在逐渐缩小。“现在
销量没有降低，但是利润低了很多。
2013年左右，一盆多肉能卖10元或者
15元，但是，现在一盆才卖2元钱，价
格整体差距比较大。不过，还是能赚
钱的。”李天坤介绍说。

青州天龙花卉有限公司负责人
曹文静也有着同样的感受。她的企业
有14个多肉大棚，产品销往全国各
地，部分多肉还销往国外。她认为，一
些原本流行的多肉品种越来越普及，
很多购买者会失去新鲜感，因此，必
须不断引进和培育新的多肉品种。

“现在消费者对多肉的颜色、状态和
品相都要求比较高，这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新的挑战。以后，我们会更
加注重引进新品、多推精品。”曹文静
说。

李鸿均介绍说，卢李村不少多肉
种植企业也在积极推动多肉的新种
培育工作。“除了从国外引进过来的，
新品种的研发主要通过种子杂交和
自然变异实现。”他介绍说，由于多肉
的繁殖速度很快，价格下调得也很
快。但是新品种出现后，相较于普通
品种，利润能翻好几番甚至十几番。

“同样的面积，卖出来的价格是不一
样的，收入是不一样的，这就能带动
大家培育新品种的积极性。”李鸿均
说。

据了解，这几年，尤其是多肉植

物的生产繁育发展特别迅速，萌宠多
肉、千卉千紫、七彩多肉等企业积极
开展多肉植物杂交选育工作，引进及
培育多肉新品种1600个以上。

除了培育新种，有的多肉种植企
业还非常注重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曹
文静说，可以将多肉通过组合的形
式，做成各种各样的工艺品。“结婚的
手捧花可以用多肉来组合，墙上挂的
小摆件，也可以用多肉来装饰。”

原产地开起电商直播
年营收达5000万元

记者了解到，随着移动直播平台
的兴起，越来越多的花农和企业跟上
了直播带货的新潮流，“解锁”了多肉
销售的新玩法。

位于青州市黄楼街道的AK多肉
花卉基地内，有超过300多个种类的
多肉植物，单日销售量达数千单，旺
季每天能销售上万单，网上直播销售
额占总销售额的90%以上。

据该花卉基地主播刘进介绍，他
们有8位带货主播，大部分都是“90
后”和“00后”。目前，他们主要通过快
手等直播平台带货，客户群体中74%
都是女性，客户群体的年龄主要集中
在25岁到35岁之间。他说，在多肉花
卉产地做电商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这里品种众多、储备量大，不仅降低
了成本，还提高了产品附加值。

据介绍，他们最早是从微商开始
做起的。2015年，他们开始经营淘宝
店铺。因为当时整个多肉产业都处在
风口的位置，他们的年销售额能达到
5000万元左右。随着市场需求量越来
越大，以及在售多肉种类的增多，他
们开始从纯线上转为线上线下相结
合，从2016年开始租赁场地发展自己
的种植基地。现在，他们的种植面积
达到了二三十亩，已经形成了多肉种
植、养护、出货、销售和售后的完整服
务体系。

在青州，像AK多肉这样的电商
企业还有很多。郑栋鹏介绍，青州非
常注重多肉电商产业的发展。目前，
青州市花卉产业专业电商有630多
家，几乎都涉及多肉的销售。多肉电
商交易额达到了26亿元。青州还规划
了中国花卉博览园和中国花卉直播
电商产业园，将众多多肉电商聚拢在
4万平方米的直播产业园里，实现了
产业聚集、物流聚集、品牌聚集和整
个多肉集群的聚集，从而实现了青州
多肉品牌物流、品控和品牌的统一以
及整个集群效益的叠加。

目前，青州多肉棚户种植加上
专业村以及电商企业和电商网红组
成 的 整 个 产
业矩阵体系，
带 动 了 青 州
126个村农民
的 增 收 和 致
富。

坐落在潍坊西部的青州市以花为媒，成为全国最大的盆花生产中心和交易中心，与广
州、昆明一起承包了中国人的阳台。目前，青州全市花卉种植面积13 . 1万亩，年产值93亿元，
花卉生产专业村136个，从业人员15万人，年花卉交易额110亿元。这座北方小城到底是如何成
长为“东方花都”的？

存养量超8亿株！
萌萌多肉开出致富花
青州多肉“占领”都市男女办公桌，销量占全国六成

青州黄楼街道卢李村从
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发展花
卉产业，多肉从2010年左右才
开始在村里种植，发展势头却
十分迅猛。260多户村民，目前
有80多户专业种植多肉，按照
每户平均两亩大棚计算，全村
多肉产量一年保守估计1500
万盆，按每盆一元的价格算，
也有上千万元的产值。作为村
里的多肉种植大户，村民李天
坤的7个大棚，一年大约能卖
出70万盆，收入也可想而知。

卢李村是青州种植花卉
较早的村子，也是较早种植多
肉的村子之一，由这些村子逐
渐辐射，多肉在当地迅速发
展，至今青州多肉产业存量已
经达到8亿株，市场占了全国
的半壁江山。

包括多肉在内的花卉产业
成了当地的支柱产业。在黄楼
街道，花卉产业已经形成一个
完备的链条，各个环节连接十
分紧密，生产、销售、科研、流
通、服务全部融合在一起，直接
带动十多万人就业。在黄楼，做
花卉产业，你只需耕好自己的
那片田，把它做精做好，其他都
不用愁，如果你想做事，总有适
合你的地方。你是种花的，就专
心种花，其他啥也不用管，种好
就有人来拿货，就能挣到钱；你
家里不种花，可以把花收过来，
租个摊位卖或者做直播带货；
如果觉得自己没商业头脑，你
可以买个专门的花卉运输车跑
物流，也能赚钱；你也可以做包
装，卖花盆、卖透明胶带和纸箱
子，卖大棚相关配套。在这里，

只要你不懒，就一定能找到自
己发家致富的路径。

在走访中，我们了解到，
多肉种植相对来说并不需要
太高的技术。为何青州多肉能
占到全国市场的六成？这值得
深入思考。这其中有偶然因素
也有必然之处。青州的花卉种
植已有数十年历史，产业基础
很扎实，种植户熟悉花卉种植
技术，当地又有完备的产业链
条，这些因素都加速了多肉在
当地的爆发式增长。记者还深
切感受到，在青州，当地人非
常实干，又善于把握商机，尤
其是一批年轻人，他们见识更
广，敢闯敢干。

回顾当地多肉产业的发展
历史，青州多肉也曾经历了一
个爆发式增长的阶段，前期多

肉巨大的利润曾给当地种植户
带来了巨大红利。这几年，随着
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多肉市场，
多肉产业也进入了一个成熟稳
定发展期，价格波动小了，利润
也不像之前那样大，但市场体
量更大了，加上电商助力，多肉
的销路更大了。

随着多肉市场越来越细
分，客户需求越来越精致化，
多肉产业精品化、差异化养
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理
念在当地已经成为共识，产业
体系也初具规模。未来，多肉
产业仍有很广阔的发展空间，
尤其是随着年轻血液的不断
加入，未来青州多肉产业将有
更多的可能性。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时
培磊 王建伟 马小杰 张锡坤

花落青州 村民多“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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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萌的姿态、多彩的颜色、形态各异的造型，再加上养护方式较为简单，让多肉这种“治愈系萌物”逐渐
成为上班族办公桌上的新宠。不过，很多“肉迷”们可能并不知道，城市男女们的办公桌上摆着的多肉，大部
分原产地是来自山东青州。据统计，青州多肉植物存养量超过8亿株，销量占全国总销量的60%左右。也就是
说，全国每卖出10株多肉植物，其中就有6株来自青州。青州发展多肉产业有何独特优势？当地又是如何通过
以多肉为代表的花卉产业，撬动了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延伸

阅读

记者

手记

扫
码
看
视
频

位于青州黄楼街道的AK多肉种植基地内，一名女主播正在通过

直播平台介绍多肉产品。

靠着种植多肉植物，青州黄楼街道卢李村不少村民实现了发家致富。

家家种花
发挥集群化优势

走在青州市黄楼镇的街道
上，马路两旁几乎家家户户都种
花。据青州市花卉产业发展服务中
心数据，青州全市花卉种植面积
13 . 1万亩，花卉生产专业村136个，
从业人员15万人。历经多年发展，
青州已初步形成以黄楼街道和弥
河镇为轴线的花卉生产基地，以云
门山街道为中心的高档盆景发展
区，以王府、王坟、庙子镇为依托的
生态农业观光区，以谭坊、东夏、何
官、益都、高柳镇为轴线的新兴花
卉发展区四大板块生产格局。

近年来，花卉企业数量规模
迅速扩张，据统计，截至目前，花
卉企业共200家左右，大中型规模
以上企业80余家。截至目前，全
市拥有国家级农民合作社1家，
省级花卉合作社5家，潍坊市级
龙头企业合作社8家，带动周边
农户6 . 72万人。

有了规模庞大的产业基础，
青州花卉继续向纵深发力。青州
以争创国家级花卉小镇和国家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两个国家级
产业平台为载体和抓手，推动产
业升级和统领融合发展。围绕花
卉交易中心、弥河湿地公园，建
设国家级、省级花卉重点实验室
和种质资源库，招引和建设花卉
产业链高端项目，集合全市花卉
产业各方面优势要素，以争创国
家级小镇和现代农业产业园为
契机，统筹快速发展和突破。

截至目前，青州已建成占地5
万亩，集花卉生产、展示、交易、科
研、旅游观光于一体的花卉高新
经济区，占地1200亩的青州（国际）
花卉创业园、占地1360亩的花卉公
园、占地1600亩的中国北方花木交
易中心、21000亩的弥河生态花卉
旅游休闲区、弥河万亩草花基地
等一批在国内有影响力的花卉园
区，吸引国内外知名大型花卉企
业入驻，引入和推广高档花卉种
苗繁育，带动花卉生产档次和水
平，花卉产业集群发展有新突破。

发力育种育苗
不断拉长产业链

在青州这片土地上，你可以
找到关于花卉的一切。从盆花种
植起家，逐步发力育种育苗、交

易，花卉产业链中价值较高的两
端正在逐步被青州牢牢把握。

种苗之于花卉，无异于芯片
之于手机。青州坚持“科技兴
花”，全力推进种苗科研和育繁
工作。借力国际国内种苗企业，
筛选确定重点花卉种苗研发机
构和企业；搭建企业和高校、科
研院所合作平台，持续开展花卉
生产、管理、科技、培训等方面的
合作；推动现有企业加强对外招
引和合作，实现提升扩张。

花卉新品种研发从无到有，
花卉种苗生产倍量增长，花卉人
才引进培育机制已然形成。通过
持续对花卉产业的科技投入，青
州花卉产业自主研发能力得到
了全面提升。

2012年，青州仅有金日禄禧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组培室开展
蝴蝶兰组培苗生产，年生产能力
150万株。到2017年底，已有科隆
园艺、奥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等6家企业通过科技攻关，实现
了由生产型向种苗研发型的转
型，全市年产花卉种苗突破2600
万株，同比增长超过120%。2013年
以来，萌宠多肉、千卉千姿、七彩
多肉等企业积极开展多肉植物
杂交选育工作，引进及培育多肉
新品种1600个以上。

好苗种出好花，好花更要好
销路。青州拥有江北地区最大的
花卉交易市场，面积为53万平方
米，且花卉生产交易品类逐渐丰
富。有了地方卖，还得运输出去。
花卉在运输中相对娇贵，为此，青
州整合成立专业化花卉物流企
业，目前已开通12条全国花卉重点
市场直供专线。目前全市花卉生
产品种3000多个，远销28个省市
区，凤梨、红掌等品种的花卉产销
量位居国内前列，草花、多肉植物
产销量占全国市场份额50%以上，
蝴蝶兰产销量达到600万株，产销
量占国内市场的十分之一。

在销路上，线下主攻大宗交
易、线上零售聚沙成塔。大约9年
前，青州花卉企业还主要通过网
站和网页等形式宣传推进花卉产
品。2013年开始，全市花卉电商企
(店)发展极为迅速，2014年，全市电
商年交易额9 . 8亿元，2015年达到
15 . 28亿元。截至2020年底，全市500
多家花卉企业线上交易额突破25
亿元。此外，青州与建设银行合作
创建青州花卉馆，与成都花木所
合作筹建中国青州盆花交易结算

平台，并建成中国花卉电子商务
交易中心，该项目已通过审批成
为国家级花卉电商平台。

永不落幕的花博会
打响优质花卉基地品牌

自2001年以来，青州市已经
举办了20届花卉博览交易会。

在花博会上，可以看到闻所
未闻的新品种，可以获取有关花
卉市场的最新信息，有利于本土
花卉企业的品种展示和品牌推
广。同时，借助花博会不断挖掘
花文化内涵，将花卉品种、栽培
技术展览展示与花卉产业园区
建设、休闲观光旅游相结合，使
赏花为主题的旅游市场逐年扩
大，花卉游、花博会、花卉产业
游、弥河花卉生态游不断深入，
促进了花卉产业链的延伸。

近年来，青州在不断探索转
变办会模式。2014年，中国花卉协
会盆栽植物分会落户青州，并成
为青州花博会的主办方，开创了
花博会与行业组织合作的新局
面。2020年，花博会筹办市场化运
作迈出实质性一步，由青州市花
卉协会承办，政府不再作为运作
主体，使花博会与花卉产业的结
合更加紧密，为青州花卉产业的
转型升级牵线搭桥，充分发挥
了 产 业 发 展 的 助 推 器 作 用 。
2 0 2 1年，青州将继续坚持专业
办会方向，进一步提升花艺景
观档次水平，做好花卉新品种、
新技术，新成果交流平台，组织
举办国内一流水平的花事活
动，扩大展会旅游影响，打造永
不落幕的花博会。

举办花事盛会，提升了青州
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吸
引了众多花卉企业和花卉从业
人员，“青州花卉”这个品牌越来
越响当当。2019年-2020年连续两
年，在山东省优质产品基地品牌
价值测算工作中，青州市优质花
卉基地品牌价值分别测算为
317 . 92亿元和328亿元人民币。

从国内亿元以上商品交易
花卉专业市场交易总额来看，根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2019
年，我国亿元以上花卉专业市场
交易规模逐年增长，2 0 1 9年为
750 . 84亿元，同比增长16 . 9%。

青州花卉，未来可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马小
杰 王建伟 时培磊 张锡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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