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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岁末，是时候该水仙花登场了。
小寒节气捎来冷空气的同时，也客气地告知水仙

花开的消息，叫人忍不住急着前往圆山脚下的那片平
原探一探虚实。

但花儿们并不急。在九湖镇大梅溪村，水仙花以各
式各样的姿态按部就班地迎接寒冬。裹着泥土的花球
探出嫩芽，整齐列队；刚刚雕刻完的花头还裸着身，等
待下水泡澡；长出根须的花球有的已拱出三五支花箭，
暗自酝酿、蓄势待发；而在田间自顾着伸出花苞的，已
经大方地散发着香了……

“要戴蓝牙耳机，不然忙起来手机怕接听不到。”在
大梅溪村 68号的小院里，满满地摆放着不紧不慢的水
仙花。但刚挂掉电话的黄成华倒是有点儿急，客户又在
催着送货了。水仙花销售渐入旺季，忙碌随之而至。今
年的水仙花市场行情看好，雕刻的水仙花球价格同比
去年提高了 30%，依然很受欢迎。黄成华有时一天要往
返市区送货五六趟，“再过一周才是最忙的时候，讲话
讲到嗓子哑。”

上百年来，黄成华的祖祖辈辈都在圆山脚下这片
土地上种植水仙花。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
以及花农们丰富的种花经验和栽培技术，这里的水仙
花蕾饱满、香味浓、花期长，是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
高中毕业，黄成华就拿起刻刀、扛起锄头，开启了跟水
仙花近半个世纪的交情，也见证着漳州水仙花产业的
兴衰变化。

1981 年，作为九湖镇唯一一个花农代表，黄成华
因为雕刻技术过硬，得到机会前去香港参与水仙花展
览布展。20 多岁的小伙子在都市里开了眼界，小城漳
州的水仙花也自此开始走向更广阔的天地。1985 年春
节，我国南极科学考察队将它带到地球最南端，在中国
长城站傲然盛放；1990 年国家邮政局发行 5 枚 T147

《水仙花》纪念邮票；二十多年的央视春晚中，都有漳州
水仙花的身影。1996 年，曾参与央视春晚水仙花布置
的黄成华，至今还清晰地记得，现场来宾闻到漳州水仙
花时陶醉的表情。

霜降种，芒种收，每一颗水仙花球茎都要经过“三
种三收”才迎来一次灿烂绽放的机会。三年又三年，转
眼间，已过六旬的黄成华，和他的家人一同坚守着祖辈
传下来的水仙花事业。每到年底，全家总动员。二儿子
和儿媳现在在市区经营着的花店，也是二十年来老客
户选购水仙花的首选。

如今，黄成华的名片上又多了水仙花雕刻大师、公
司老板等称号，但他还是习惯自己“花农”的身份。“种植
水仙花是比较辛苦，花田管理工序也复杂，年轻人的身
后还是要有我们这些老一辈撑一把！”对于近年来漳州
出台复兴水仙花产业的一系列扶持、保护举措，他表达
了百分百的支持。“政府重视有政策，我们花农有信心。”

晚上 10 点多，在花店门口打包完最后一箱水仙
花，黄成华一家才得以歇口气。通过电商渠道，他们的
水仙花送达到了全国各地，甚至到了美国。根据客户订
单需求，备货、打包、邮寄，成了年前这段时间每天的工
作。“我们精心养好每一颗水仙花，就是为了不辜负客
户的信任，更不能辜负了漳州水仙花这个招牌。”

⊙本报记者 张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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