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花都许昌鄢陵花木甲天下

就像品读三国历史绕不开中原，学习豫剧绕不开河南，搞花木种植、园林绿

化的人也不能不知道鄢陵。为啥？鄢陵花木甲天下！

（一）鄢陵花木“甲”在哪儿？

历史久。鄢陵种植花木始于唐宋，盛于明清。唐代时就有大型植物园林栽培，

宋代时皇家御花园落户于此，至清代已有“鄢陵野色平于掌”、“鄢陵蜡梅冠天下”

之誉。通过长达 1000 多年的花木种植实践，鄢陵花农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

形成了稳定的种植传统。

产业大。鄢陵花木总面积已达 58 万亩，涌现了 12 个花木种植特色乡镇、122

个专业村，形成了一个拥有 720 多家花木企业、18 万从业人员、市场辐射 27 个

省市区、年产值 30 亿元的大产业。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 2003 年到鄢陵视察，喜

见数十万亩花木林海枝叶扶疏，立时赞为“中国花木第一县”。

品种全。鄢陵花木有绿化苗木、盆景盆花、鲜花切花、草皮草毯 4 大系列

2400 多个品种，存量达 17 亿株。乔灌、林果，常绿、落叶，低被、观花，各种

规格品种，应有尽有。再加上全国 20 多处花木生产基地和大型生产企业都在鄢

陵设有场站或办事处，使这里成了全国最大的花木生产销售集散地。

技术高。鄢陵花木产业拥有 4 家省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先后承担了 2

个国家“863”计划项目和 10 多个省、市级科技攻关项目，完成了蜡梅、樱花等

40 个品种的组培技术研究和组培苗的工厂化生产，成功地推广应用了 ABT 生根

粉、工厂化育苗、全光照间歇喷雾育苗、无土栽培、切花生产、鲜花周年生产等

技术，先后制定了 16 项花木生产技术规程，其中 3 项花木产品标准被批准为省

级标准。

9 月 18 日，鄢陵县委书记张海涛告诉记者，鄢陵地处亚热带和北温带的过

渡区，阳光充足、泉甘土肥，是“南花北移、北花南迁”的天然驯化基地。目前

其花木产业从栽培繁育到移植嫁接再到园林绿化，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鄢陵

价格”已成为我国北方花木行情最重要的参考依据。

在销售市场上，鄢陵花木在河南绿化市场的占有率为 85%，在“三北”（东

北、西北、华北）占有率为 45%，全国市场的占有率为 15%。“也就是说，全国每

交易 100 株树苗，就有 15 株是通过鄢陵完成的。”

（二）不到鄢陵不知道花好，不到姚家不知道民富。

姚家村之名，源于唐代名相姚崇退居鄢陵时在这里建起的一座姚家花园。自

那之后的千余年时间里，姚家人世代传承花木种植技术并不断丰富补充，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花木种植技艺。上世纪 90 年代起，鄢陵县大力推广花木种植产业，

姚家村作为“火种源”，成为全县花木产业发展最早、最快，农民受益最多的村

庄。

今年 58 岁的姚家村党支部书记姚永振介绍，该村花木种植由庭院经济起步，

进而发展到大田连片种植，到现在不仅本村 2700 多亩地全部种上了苗木，村民

们还外出租地 5800 多亩。全村 1800 多口人，三分之一的人专职种花，三分之一



的人输出种花技术，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做花商承揽绿化工程。目前全村已成立园

林绿化公司 30 多家，每年承揽绿化工程的收入近 3000 万元。

姚家村的农民收入到底有多高？姚永振不正面回答，只举出了一组数据：全

村有各类轿车、工具车 210 多辆，手机 1000 多部，98%的农户安装了程控电话、

有线电视，一半以上的农户用上了电脑。

“村里人均纯收入 2000 年就超过了 8000 元。”姚永振自豪地说，“1999 年

县信用社专门在俺村设了一个储蓄所，现在每月 60 万元的存款任务轻松搞定。”

鄢陵县县长袁宝根在谈到花木产业的富民作用时说，发展花木产业不仅土地

亩均效益提高了 3至 5倍，使从业农民迅速增收致富，更重要的是通过在全国花

木市场中的摸爬滚打、转变观念、提高素质，造就了一大批现代农民。

今年 43 岁的姚家村农民姚树新，在经营花木中走南闯北，不仅拥有数百亩

的生产基地，还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生意经”。去年 12 月，他被郑州一家到鄢陵

投资花卉的公司相中，做了该公司的 CEO。虽然年薪达 30 万元，但他坦言，肯

定没有自己干挣得多。“不过，利用公司的实力和平台，可以更好地实现自己在

花木产业上的理想。”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