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2024年4月29日 星期一 编辑 巩法琦
三农

电话：（0431）88600660

本报讯（记者卞睿）春有约，花不误。4

月的长春，春意盎然，花期如约而至，焕发着

勃勃生机。连翘、桃花、杏花等竞相开放，把

长春装点得如诗如画。

在长春市百花园，连翘花早已大面积开

放，春日暖阳将金黄色的花朵映衬得熠熠生

辉，金色花海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赏。工

作人员表示，每年3月底到4月中下旬，是连

翘花最佳观赏期。不久之后，海棠、山杏、紫

丁香等会相继开放。“五一”期间，园区将举

办第二届杜鹃文化展，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前

来赏花、游玩。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伊通河两岸，桃

花盛开，令人陶醉。桃花，花单生，先叶开

放，花蕊纤细娇嫩，顶部点缀着金黄的花药，

像是点缀着珍珠的皇冠，为桃花增添了一抹

高贵与典雅。“我们住在长春市净月开发区，

听说伊通河畔的桃花很美，就趁着周末特意

来看看。”几名身着汉服的女大学生与桃花

合影留念，“人面桃花相映红”，成为一道亮

丽风景。

春雨滋润，杏花绽放。一场春雨过后，

长春裕华园的杏花纷纷开放。走进园中，孩

童在杏树下嬉戏玩耍，老人在长椅上闲聊赏

花，园内还吸引了很多摄影爱好者前来定格

杏花绽放的美好瞬间。摄影爱好者王先生

说：“我退休之后就喜欢上拍照，每年这个时

候都会来裕华园赏花，春季的杏花是我镜头

下的最佳主角。通过捕捉杏花的各种姿态

和细节，构建起我与大自然的情感纽带。”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4月初至5月中旬

是畅游花海的最佳时期，长春的百花园、裕

华园、南湖公园、儿童公园、牡丹园、长春公

园、伊通河两岸等地，都是赏花的绝佳地

点。花开春意浓，赏花正当时，让我们一起

共赴春约、共赏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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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任胜章）春风过岭城，梅花竞相开。近日，在

公主岭市问心文化园的梅园，一湾碧水，浸润梅林，呈现出一幅

生机盎然的景象，吸引众多游客前往打卡游玩。

倚水植梅，以梅饰水。公主岭市依托公主岭河和东山水

库，精心打造了梅园、梅亭、莲池等景观。每年 4月，正是梅

花盛开之时，湾湾碧水与千树梅花相依相映，吸引了大批游

人。为了守河护花，十几名河湖保洁员每天穿梭于梅林之

间，守护河湖两岸，辛勤扮靓梅园。

“闻香而来”的游客，或用镜头记录怡情美景，感受春光和

煦；或舒展彩扇，开心舞蹈。“这条河清澈见底，这片梅花娇艳欲

滴。我们沿河赏梅，听水鸟啁鸣，闻梅香四溢，非常放松惬意。”

市民刘女士高兴地告诉记者：“住在这里，幸福着呢！”

“今年梅花开得好，站在河对面观赏，水映梅花，这片梅

园就像一幅画，一步一景，特别漂亮。”市民蒋先生表示，香

中别有韵，在似有若无的香味里寻梅，光是看着就足够诗情

画意了。

这几年，公主岭市将河湖长制工作落到细微处，通过筑

梅园、疏河道，将这里打造成一处独具特色的城市绿水长

廊，让碧水滋养梅林，让梅花扮靓河湖，为群众打造赏梅好

去处，进一步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全市多部门合力构建

“梅花”文旅品牌，依托“水环境”，共筑“梅风景”，做强“水

经济”，让“颜值”变“价值”，一幅梅香水秀的诗意画卷正徐

徐展开。

秀水润梅园 湖畔漫花香

“这朵漂亮，那朵娇艳，我们先和百合花合个影吧。”近日，记者在“辉

南百花谷”采访时，几位游客正在大棚里采摘百合花。

“都是老顾客，我给你们打折。”“辉南百花谷”的主人、吉林建筑大

学艺术设计学院风景园艺专业教授丁云峰，正和大棚工人宋莉莉销售

百合花。

“辉南百花谷”距离辉南县城40公里，位于样子哨镇邵家店村，占地

1000余亩，有 6栋花卉大棚。走进大棚，一派生机盎然，一株株百合花

“腰杆”挺直，或含苞待放，或盛开枝头，甚是喜人。工作人员忙着浇水、

施肥，并仔细查看长势情况以及是否有病虫害发生。丁云峰告诉记者，7

年前，基于对专业的挚爱，他带着自己的科研课题来到这里，亲手打造了

眼前的一切。

据丁云峰介绍，6栋大棚“全年生产、周年供应”，共种植爱莲娜、爱

莎、黑美人、伊莎贝拉等100个品种，约10万株百合花。百合花生长周期

为90天，适合在8℃至25℃环境下生长，15℃即可孕蕾。

“大棚花卉种植具有很多优势，通过大棚的温度、湿度和光照等环境

控制，可以提供稳定的生长环境，不仅创造了美丽的花卉景观，也带来可

观的经济收益。周围县（市、区）的不少花卉爱好者及经营者都到这里来

观赏、进货。”丁云峰对记者说。目前，这里的切花非常适合采摘观赏，打

卡拍照。丁云峰研究园艺及花草已有30多年，通过这个项目，他除了耕

耘出自己的一片天地，还带领周边村民一起走上花卉种植致富路。

“我平时需要照顾老人、孩子，不能出去打工。‘辉南百花谷’建成后，

我就在这负责百合花的施肥、浇水以及病虫害防治，一年能赚钱6万多

元，日子越过越好。”在家门口就能就业令村民宋莉莉十分满足。

仅今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那天，“辉南百花谷”销售百合花收入

就达3万元。2023年全年鲜切花年销售收入近30万元，带动周边12户

农民致富，助农增收15万元。

记者了解到，丁云峰还常常在“辉南百花谷”为当地农民朋友授课、

传播种花技术，带动大家共同种花致富。同时，还结合观光旅游开发出

东北特色煎饼和关东炒鸡等“拳头产品”，吸引当地农民积极参与，增加

劳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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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超）时下，延边州大地上，

开满了漫山遍野的金达莱。金达莱是延吉市

的市花，朝鲜族人民将金达莱看成是春天的

使者，是坚贞、美好、吉祥、幸福的象征。

4月 19日，延边州龙井市犇福生态有机

牧场的野生金达莱花海正式开园，一朵朵

粉红色的花苞懵懵懂懂地探出头来，轻嗅

着自然的和煦，向慕名而来的游客笑绽芳

颜。粉红色的金达莱灿若云霞，颜色深浅

不一，胭脂色、洋红色、桃粉色……这里的

金达莱花都是野生的，花海的植株密集，花

团锦簇、颜色鲜艳，成为人们户外休闲娱乐

的打卡胜地。

犇福金达莱花海位于龙井市东盛涌镇

勇成村，野生金达莱花海面积大约在 10 公

顷，花期从 4 月中旬持续到 5 月上旬，每年

都有大批游客闻香而来，欣赏它们的芬芳

和美丽。犇福生态牧场也成为延边的地标

公园，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这里共赴一

场美丽的“春天之约”。

金达莱花金达莱花 漫山盛放漫山盛放

黑土观察

4月，百花竞放，春色满园。

走进公主岭市大岭镇黄花村君子兰产

业园区，一栋栋高标准日光温室大棚鳞次

栉比。温室大棚里，有着“绿色金条”美誉

的君子兰吐露馨香，翠绿挺拔的叶片、清晰

紧凑的纹路，琳琅满目的种类，令人大开眼

界。

“家人们，今天就播到这儿。明天同一

时间，大姐继续为大家分享自己的养兰故

事，让更多爱兰赏兰人了解咱们的君子兰

文化。”在32号温室内，正在进行直播销售

的花农于洋看到记者到来，就和线上的兰

友告别，下了直播。

谈及自己和君子兰的情缘，于洋说，完

全是受公公孙永生的熏陶。

今年 81 岁的孙永生是老一辈养兰

人。刚开始，亲戚给了两盆君子兰，经过他

悉心照料，花繁育得越来越多。渐渐地，孙

永生爱上了君子兰，尤其欣赏那“君子之

风，兰花之美”的文化内涵，不知不觉“玩”

出了名堂，不少经纪人前来购买。孙永生

深受鼓舞，养兰的心气儿更高了，家里的窗

台、阳台上都养满了花。

培育君子兰不仅是发展一项产业，更

是积累经验、传承技艺的过程。6年前，于

洋夫妇放弃外面的工作，接过父亲手中的

“接力棒”，在大岭镇黄花村君子兰园区“落

户”，开启了养兰之路。

“想要培育出好的君子兰品质，种植技

术和环境管理尤为重要。”于洋告诉记者，

园区为花农们配备了自动化喷淋、自动化

控温系统，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随时调控

生长环境，“土技艺”配合自动化的种植模

式，让君子兰产业焕发新生机。

随着园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电商直播

的兴起，园区负责人王彬彬组建了一支30

余人的君子兰技术服务队，带领大家打造

“线下养兰＋线上销售”的产销新模式。

“过年前后是君子兰热销期，我每天直

播下来都有四五百个订单，收入十分可

观。”29号温室负责人卢丹，几年前还是园

区里负责擦花、摆花、打包的工作人员，正

是看到君子兰产业的发展前景，在园区其

他“网红”的带动下，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直

播。凭借着这些年积累的经验，卢丹在园

区里承包了一栋温室，自己当起了老板。

红红火火的花窖经济不仅让黄花村君

子兰花开全国，还鼓起百姓的“钱袋子”。

村民陈淑珍正忙着给君子兰换花土，自打

园区建立，她就在这里打工，从最初的挨家

兼职到如今的“专职”，见证了园区翻天覆

地的变化。“一天120元的工资，中午还供

顿饭，守家待地，特别省心。”陈淑珍说。

如今，园区高标准日光温室发展到150

栋，入驻种植户200余户，600余名村民实

现就近就地就业，仅靠销售君子兰人均年

增收2万多元。

君子如兰，花开正灿。这些勤劳致富

的养兰人不仅在技艺传承中加以创新，赋

予君子兰更多的文化内涵，还让黄花村君

子兰香飘全国，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特色

产业之花。

君子兰君子兰““绽放绽放””致富路致富路
本报记者 王伟

吉林四月，春和景明，千树万树花满枝头，游人赏花打卡，慢享春日美
好。冰凌花冲破冰雪率先绽放，连翘花奏响春天旋律，南梅北移适时绽放。
辽源杜鹃花海，通化“杏福大道”，龙井百亩金达莱，百花争妍，花团锦簇，城
乡之间持续释放生态吉林“美丽效应”。从万鸟翔“吉”到花香满“吉”，大美
吉林，盛世欢歌下迎来了春之曲、花之约。花海绵延，暖棚吐新，全省各地抢
占春季旅游先机，以花为媒，做好“花文章”，催生赏花游更多“新花样”，吉林
势头正劲、风光恰好。

花开花落，花期有限。要把“高颜值”变成“高产值”，方能带动赏花产
业“常开不谢”。全国各地纷纷抢抓“盛花期”，做强“花经济”，呈现“花亮
点”。在江西婺源，梯田花海成为春天最靓的一抹黄，游客还可以在婺女
洲看打铁花、去月亮湾体验乘筏泛舟、到梦里老家看实景演出，婺源油菜
农文旅相关产业综合产值占当地GDP比重超过三成。重庆市垫江县牡丹
村，种植牡丹成为全村的龙头产业，一朵牡丹“花开富贵”，村里拓展出牡
丹鲜切花、牡丹盆栽等产品，入秋卖苗子和丹皮，一花多“吃”让村民们得
到更多实惠。扶余市发展玫瑰花产业示范推广基地项目，建设春秋棚和
日光温室棚，种植多种玫瑰花，为周边农户拓宽致富路，并以玫瑰花项目
为依托，打造集观赏、休闲、露营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项目。柳河县三源
浦镇尹家村通过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成立月季花繁育基地，种植月季花10
万株，不仅提供50余个就业岗位，还增加了村集体收入。深入挖掘花卉增
值潜力，花卉产业持续推陈出新。

踏青人催生“赏花热”，从“看花木”到“看生态”，各地融入文化元素，把
传统文化、田园文化融入其中，营造浪漫新情怀，打造文旅新业态。春游临
江，遇见“梅”好，临江市首届梅花文化旅游节五大主题活动异彩纷呈，“春风
江畔·梅舞翩翩”最美瞬间打卡、“古韵梅花·绘色春天”古筝写生、“梅花绽
放·绘梦长卷”百米长卷现场作画、“梅舞华裳·旗袍风韵”模特秀表演、梅韵
扬清风·墨香沁“廉”心清廉文化书画展，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展现别
样梅韵，为游客带来跨越视觉、听觉、感觉的全方位文化体验。

化“流量”为“留量”，让“‘好花常开’变成‘好景常在’”，实现农文旅深
度融合，让赏花经济为乡村振兴“锦上添花”。延边畜牧开发集团犇福生
态牧场内，野生金达莱花海占地面积达10公顷，每年的“犇福金达莱节”已
成为知名赏花品牌。当地精心打造多个赏花点，以绿色牧场游为主线，打
造寓教于乐科普项目、休闲娱乐项目，推出延边黄牛美食品尝、土特产品
展销等体验项目。“相约通榆 共赏杏花”通榆县包拉温都杏花观赏季，让
大批游客慕名而来。这里是我省重要旅游景点之一，全长10余公里，100
多万株杏树遍布在起伏的沙丘上，当旷野之花融入地域文化，自然风光和
乡土人情便开始散发无限魅力。农安县万寿菊规模种植已有多年历史，
全县22个乡镇种植万寿菊，在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的同时更促进了农民增
收。万寿菊产业作为全民产业，用工集中、用工量大，在7—9月采摘旺季，
需用劳动力1.8 万多人，乡村街路盛开的万寿菊连成一片片金色花海，成
为农安旅游新名片。

“吉”地生花，花香满“吉”。将花季盛开的“天时”、多彩吉林的“地利”和
热情好客的“人和”融会贯通，持续以市场化、规模
化、产业化为导向，发挥吉林生态资源优势，做深
做精“赏花经济”，花“漾”吉林大有可为。

慢享花香满“吉”点靓“赏花经济”
赵宝忠

在长春百花园，连翘花已大面积开放。 本报记者 卞睿 摄

花农正在温室大棚里擦花、摆花，忙得不亦乐乎。 本报记者 王伟 摄

在邵家店村，“辉南百花谷”主人、吉林建筑大学艺术设计学院风景园艺专业教授丁云峰
基于对专业的挚爱，带着自己的科研课题来到这里，种下百合的球茎。7 年里，他与百合为
伴，带动周边 12 户农民致富，助农增收 15 万元。图为丁云峰和花农们在大棚里一起除草。

本报记者 毕玮琳 摄

延边州金达莱花进入盛花期。 本报记者 冯超 摄

公主岭河畔的梅花盛开美如画。 本报记者 任胜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