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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派对、艳阳、乔伊爱丽丝……这些浪漫的名字，专

属在漳新生的花卉品种。

去年，漳州共有 17 个花卉新品种首次“靓”相，得到国家相

关部门认证，有了专属定制的“身份证”。这也意味着，如果有其

他花卉和她们“撞脸”，只要提取两者的 DNA 信息一比对，就可

进行辨别。据了解，这些花卉新品种分别产自华安、漳浦、漳州开

发区等地，包含桂花、兰花、三角梅、蝴蝶兰等品种。它们不仅长得

美，而且花期长、抗病性好、易保鲜，一经推出市场，就广受热捧。

近年来，随着大众审美需求提升，漳州花卉的品种也呈现多

样化发展态势。“十三五”期间，我市不断整合科技资源，以科技

赋能新品种升级换代，共开展花卉品种选育研发项目 8 个，37 个

花卉品种获得国家新品种权认定，漳州水仙花研究所被列入第

二批国家花卉资源库名单，漳州市高新区三角梅被列入第一

批省级花卉种质资源库名单，漳州花卉产业市场竞争优势逐

步凸显。

目前，我市已形成水仙花、兰花、三角梅、观叶盆栽植

物、榕树盆景等九大类特色系列产品，400 多个花卉品

种畅销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国较大的盆栽花卉

出口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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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年关，各花市迎来了花卉销售的旺季。记
者发现，今年花卉市场来了不少“新面孔”。朱女士
经营蝴蝶兰生意，她的门店里，满满当当摆着多色
系蝴蝶兰，工人正忙着将蝴蝶兰分箱包装。“如今
漳州越来越多新品蝴蝶兰问世，这些花中‘新贵’
花期长、花苞多，客户口碑良好，具有很好的市场
价值。”朱女士说，门店每天有上百盆蝴蝶兰销往
省内外，日营业额可达上万元。

“老花式”如何培育“新花样”？其中深有门道。
在漳州钜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蝴蝶兰科研

实验室，穿着防护服的技术人员要为每一棵蝴蝶
兰的组培花梗进行消毒，而在一侧的实验台上，密
密麻麻的组培玻璃瓶已被标注不同序号。该公司
董事长黄瑞宝说，蝴蝶兰的新品种将从这一批批
组培玻璃瓶中“海选”出来。

“从授粉、育种、筛种、组培到最后推向市场，
新品种的研发培育至少需要 8至 10年的时间。”黄
瑞宝说，新品种的研发就是不断试错和改良的过
程，公司每年花在研发上的经费就达二三百万元。

从实验室里“选拔”出来的蝴蝶兰，便要走入
市场，面对下一轮的考验。“蝴蝶兰受光照、温度、
湿度等不同因素的影响，不同品种在不同区域开
出来的花色、大小及香气也有所不同，因此投放市
场后的效果也会有差异。”黄瑞宝说道。

如今，钜宝生物已从 200多个蝴蝶兰品种培育
出 3000多个新品种，近 300个品种投入市场，产品
畅销国内外。其中 58个获得农业农村部新品种授
权，近两年该公司研发的“钜宝情人”“青梅竹马”

“恭喜发财”“米歇尔”等蝴蝶兰新品种市场口碑良
好，每年可为企业带来几百万元的授权收入。

时间
新品种研发培育需要8至10年花

一花一叶，也承载着传承地域文化，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日前，高新区三角梅省级花卉种质资源库已投建。该资源库位于高新区九

湖镇新春村龙虎庵，目前种植规模 310亩，设有成品种植基地、母本培育基地、品
种展示基地及研究室，掌握成熟的传统三角梅栽培、嫁接、扦插、控花、造型技
术，并具备多个智能控水温室大棚、一体式大气采样仪、样品保鲜设备等综合基
础设施。在三角梅品种收集、栽培技术研究等方面积累了良好的品种资源和技
术储备，已收集多国三角梅种质资源 300多份，软件著作权 3项。目前，准备开展
传统杂交、辐射诱导等新品种选育研究。

在积极开展水仙花、三角梅、蝴蝶兰种质资源库建设的同时，我市积极推进
申报国家新品种权认定，对取得新品种权的给予申报资金奖励。并对接国际、国
家、地方和行业标准，支持引导辖区多家龙头企业先后参与水仙花、人参榕等产
品的国家标准，蝴蝶兰、虎尾兰、墨兰等产品省级标准的制定，不断推动花卉产
业迭代升级，促进全市花卉产业向更高水平发展。

为壮大特色花卉产业，我市因地制宜深入谋划布局，推动形成“五个主要区
域、多个发展片区”的花卉产业布局。重点推动以龙海区、漳州高新区为主要区
域发展水仙花，以漳浦县为主要区域发展洋兰、榕树盆景，以南靖及周边县为主
要区域发展国兰，以漳州高新区、漳浦县为主要区域发展三角梅和高端景观苗
木，以南靖、漳浦、云霄、诏安等县为主要区域发展食药用花卉。全市水仙花种植
面积达 5000 多亩，年产值 1 亿多元，全国市场占有率约 95%；三角梅种植面积 3
万多亩，发展花色品种 400多种，年销售额 20亿多元，是国内最大三角梅产业基
地之一；兰花温室种植面积 30 万平方米，蝴蝶兰年产大小苗超过 2000 万盆，年
销售额近 2.5亿元；漳浦县沙西人参榕年产成品半成品 1000多万株，年出口额超
过 1000多万美元；南靖县国兰种植面积 6000多亩，年销售额达 21.3亿元。

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漳州尚未建立具有权威性的花卉研发中心。花卉新
优品种及生产技术的培育研发多依赖花卉企业自主进行，各方科研平台多处于
独立作战的状态，缺少对新品种花卉植物的高新技术等进行探讨交流。业内人
士认为，成立花卉资源挖掘和新品种培育中心，创新运行管理机制，完善漳州花
卉全产业链，或将成为花卉产业发展的新契机。

线下花开“云”上香。如今，漳州花卉企业因“时”制宜，把电商嫁接到了
花卉产业，赚吆喝的同时，销量也节节攀升。

日前，在华安县马坑乡福田村“新发现”农业种植基地里，成片的彩叶桂
花绚烂纷呈。彩叶桂花叶色一年四季变化多样，是桂花家族中“新贵”品种。
如今新品种已进入起步推广阶段，可如何让藏在深山的“花花世界”为人识？
该公司觑准短视频、直播这个新风口，在线下销售的同时，开拓线上渠道。

“我们选育出适合不同地区种植的红、黄、粉等色系的彩叶桂花新品种
进行网上销售。小的苗木 20厘米价格在 3元左右。”漳州新发现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总经理陈日才说，通过抖音、百度等短视频平台，华安福田的满园春
色被推介到了千家万户。新异的桂花品种首次在网上露面，就吸引了众多网
友的目光，收获粉丝数千人。流量也为企业带来了更多效益，在旺季，彩叶桂
花的销售额可达到十几万元。“花卉通过网络销售可以大幅缩短中间交易环
节让利顾客，同时企业也能增加销量，为双方带来双赢。”陈日才说道。

近年来，漳州促进花卉产业转型升级，建设“上下联通”的营销网络，实
现“互联网+”再升级，为花卉产业带来发展新机遇。在推进传统重点大型花
卉市场建设，引导生产基地、市场交易、物流仓储、检验检疫通关一体化发展
的同时，大力推进线上销售，重点支持花卉企业电商发展，鼓励花企花农利
用网络直播、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进行销售，拓展网络零售渠道。目前，我市
已引入抖音、京东、阿里巴巴等龙头企业，发展花卉苗木网上批发、大宗交易
和产销对接等业务，年销售额达 20 多亿元。已建成全国第二个抖音电商直
播基地、阿里巴巴·漳州产业带，并签约建设京东（漳州）花卉数字经济总部，
越来越多的“漳州籍花卉”正通过电商平台走进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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