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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做精做优

以精品设计做优园林绿化
施工市场，推动更多企业
走出厦门

科技赋能

以科研技术赋能花卉产
业发展，打造花卉育种

“芯片”

以节圈粉

以文旅融合丰富赏花游
的内涵，用多样化活动和
产品拉长“花期”

以颜值带产值
玩出新“花”样
时至今日，许多厦门人仍对2016

年的那场超强台风“莫兰蒂”记忆犹
新，全市园林绿化遭受重创。然而，
厦门园林绿化人依靠顽强的意志和
深厚的功底，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城
市园林绿化“恢复+超越”的目标。

这个“超越”，就是城市里的花越
来越多了，绿化景观越来越出彩了。
许多市民欣喜地说，生活在这座城
市，就像生活在一座大花园里，四季
有花、季季不同。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今年
“五一”，势必有许多外地游客涌入厦
门。举办“花境大赛”，正当其时，一
方面通过比赛，交流和展示园林绿化
企业技术水平；另一方面，也将吸引
游客前来赏花观景，带动旅游业的进
一步发展。

“中国花都”看昆明，“东南花都”
是漳州……和许多以花著称的城市
相比，厦门在发展“花经济”方面，有
一些短板，比如，土地资源有限、劳动
力成本较高等。

厦门何以出圈？以精品设计做
优园林绿化施工市场，推动更多企业
走出厦门；以科研技术赋能花卉产业
发展，打造花卉育种“芯片”；以文旅
融合丰富赏花游的内涵，用多样化活
动和产品拉长“花期”。

“花经济”既是绿色经济、也是文
旅经济。期待厦门进一步发挥自身
独特优势，让城市的高颜值变为经济
高产值，持续写好“花经济”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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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株绣球花再往前移一点，另外两
株高度一样了，要错开来……”4月23
日，降雨初歇，在白鹭洲路和湖滨南路路
口，厦门山都生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郭文贞正抢抓有利天气，现
场指导工人种植花卉、布置花境。

所谓花境，指的是以园林美学为指
导，模拟自然界林缘地带各种野生花卉
交错生长的自然式植物配置形式，充分
表现出植物景观生态和谐的自然美、色
彩美和群体美。

花境行业在国内起步较晚，但近年
来方兴未艾。厦门于2021年举办过首
届花境大赛，今年是第二届，主题是“花
漾鹭岛，‘境’彩厦门”，共有45家园林绿
化施工企业参赛。

“刚抽到这个点位时，我们一度挺纠
结的。这里原有的植被比较杂乱，又处
于林下，环境并不理想。”郭文贞说，“后
面经过我们设计团队的深入思考，做了
一个玻璃砖墙，把城市的标志建筑做成
剪影，搭配上不同色系的花卉，使得整个
场地观感效果都亮起来了。”

郭文贞把此处花境定义为后疫情时
代的心灵愈疗花园：城市开始复苏，花境
中的“冰块”出现裂缝，花境从蓝白色到
橙红色的过渡，标志着破冰时代的开
启。而后春暖花开，万象更新，花境充满
活力与生机，裂缝也终将复原。

花境师不仅要懂植物、会设计、有审
美能力，还要具备施工和养护知识，每一
处花境都凝聚着园林人的匠心。

在厦门市园林植物园西山园，高低
起伏的场地，集中了30个参赛花境作
品，从高处俯瞰，五彩缤纷；近处观赏，仿
佛进入了一个梦幻的大花园。

“太美了！不管站在哪个角度，随手
一拍都是大片。”4月24日，正在植物园
游玩的外地游客王小姐不小心提前“闯
入”花境布置现场，尝鲜打卡已完工的花
境作品。此次花境大赛作品将持续对外
展出至今年6月15日。

主办方厦门市园林与林业绿化协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花境大赛，旨在打
造花境样板景观，提高城市景观绿化建
设水平和质量，促进园林绿化新技术、新
成果、新品种在我市的运用。

花事盛会掀起赏花热
花境大赛美出“新境界”……

美丽经济
一路生

花境的推广应用，折射出厦门
着力推动园林绿化工作思路“由绿转
美”。

“过去，许多人认为，园林绿化只
要做好绿化就行了，而近年来，随着经

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美的品质追求在
提高，园林绿化建设也从‘绿不绿’向‘美不

美’转变。”厦门市市政园林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特别是2016年“莫兰蒂”台风过后，厦门结合

园林绿化灾后恢复重建，不断加强“花化彩化”工作，
实现四季有花、季季不同。

看路上，“一路一景一特色”格局基本形成。湖滨南
路上的洋紫荆、厦禾路上的火焰木、金尚路上的凤凰木、湖
滨西路上的黄花风铃木、金榜路上的大花紫薇、莲前西路
上的美丽异木棉……这些开花乔木有不少都是在“莫兰
蒂”台风后补植的，每到花期，成排树木开花，蔚为壮观。

看桥上，人行天桥、跨线桥等穿上“花衣”，如空中飘扬的
“彩带”。2019年以来，市绿化部门对本岛部分市政桥梁进
行绿化改造提升，在15座天桥上共种植了7600余株三
角梅，包括同安红、柠檬黄、云南双色、银边浅紫等品
种，不同颜色的三角梅，呈现全新的视觉效果。

看山上，通过林相改造，种植开花乔木、变
叶植物，青山不再是单调的“绿”。

市民陈淑珍是个樱花爱好者，过
去，她先后到过武汉东湖、漳平永福
等地“追樱”，最近几年来，她在家门
口就能一饱眼福。

海沧大屏山郊野公园是我市
较早大面积种植樱花的山体之
一。绿化工作者先后从各地引进
20多个樱花品种，经过多年种植
对比试验，择优选择，目前，大屏山
郊野公园拥有福建山樱花、广州樱、富
士樱、小乔、云南樱等品种，总数量超3000
株。每到赏樱季，大屏山周边的餐饮店、农
家乐等总是一位难求。

狐尾山樱花谷是结合山海健康步道建设的，
与海上明珠塔相得益彰。每年3月中下旬，樱花
谷花期如约而至，吸引大批市民游客组团前去
观赏。

美好桐乐、浪漫桐赏、天竺桐趣……2023
（厦门·海沧）天竺山桐花旅游节于4月15日
至23日成功举办，打造出一场旅游文化品
牌盛宴，为乡村发展增添了新活力。值得
一提的是，天竺山的4万株桐树，也是在
“莫兰蒂”之后栽种的。如今，在精心养

护之下，这些桐树茁壮成长，花开满
山。

“赏花热”持续高涨，越来越多
“追花人”也带动了花卉产业的发展。

眼下，2023厦门国际花卉新品种
展展区已向公众开放。本次新花展
设在海沧区棠潮园艺暨班纳利育种中
心，国内外70余家企业和科研单位携
1000余个新优品种亮相展会。

为了参观新花展，爱花人士、集大退休教授
邱澄宇乘公交车从集美辗转来到海沧，“花卉产业
可以丰富市民生活，美化城市环境，是一个朝阳产
业。”

近年来，越来越多高技术含量的花卉企业，在厦门
集聚发展。

2021年，棠潮园艺暨班纳利育种中心落户厦门，这是
厦门爱垦园艺有限公司与世界顶级花卉育种公司德国班纳
利种子公司合作的项目，是德国班纳利种子公司布局全球的
第四个育种基地，也是其在亚洲唯一的育种基地。

“相比于其他周边城市，厦门发展花卉产业，有市场优势，
有人才和科研优势。”厦门市市政园林局相关负责人说，近

年来，我市出台了多项政策，大力扶持花卉产业的发展。
现任棠潮园艺科技（厦门）有限公司育种中心研发

部总监刘思洋是一名育种专业的海归博士。“这几年，
厦门花卉产业发展机遇非常好，这里气候舒适、环

境优美，有许多植物方面的科研机构和优秀
的企业，而且也是一座国际化的城市，便于
种质资源的国际交流。”刘思洋说。

花卉的育种，就像芯片一样，是核
心技术。最近一段时间，刘思洋正在和
团队研发新的花卉品种，重点培育耐
热、抗病、耐湿的花卉新品种，一旦成
功，将让更多优质花卉走进千家万户。

今年，由厦门和鸣花卉科技有限公
司投资的厦门蝴蝶兰育种创新产业园正

加快建设。企业负责人说，此前，他们的育种
基地产能已基本饱和，去年“九八”投洽会，企业

与同安区成功签约，在五显镇建设新的基地。项
目预计在今年年底建成，将打造成为国内领先、国
际一流的蝴蝶兰种业创新与产业化示范基地，计划
年出口蝴蝶兰种苗1000万株。

市市政园林局介绍，2022年，厦门花卉苗木全产
业链完成总产值106.5亿元，比2021年增长约6%。

今年以来，我市花卉产业发展保持旺盛势
头，一些企业的种苗已被订购一空。相关负责
人说，我市将继续加大花卉产业国际交流合
作，按照种苗研发在厦门、种植基地在外的
发展目标，重点培育草花、蝴蝶兰、三角梅
花卉种业，打造厦门花卉育种“芯片”，让

“美丽经济”持续绽放。

思路新
加强“花化彩化”

实现一路一景四季有花

钱景旺
叠加人才科研优势
打造花卉育种“芯片”

A

天竺山桐花旅游节开幕当天天竺山桐花旅游节开幕当天，，天天
竺山景区吸引市民游客上万人次竺山景区吸引市民游客上万人次。。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江毅张江毅 摄摄））

我市叠加市场科研
等多重优势，园林绿
化从绿向美转变，带
动文旅经济发展

“五一”将至，一场盛大的花境
作品展即将浪漫开启。45个点位
分布于厦门市园林植物园和市管
道路节点，上百种花卉、成千上万
株植物通过园林艺术手法巧妙组
合，与自然生态、城市建筑相映成
趣。

此时此季，天竺山4万多株桐
树花香犹在，园博苑 3000 平方米
波斯菊花海如火如荼，厦门街头巷
尾的蓝花楹也已悄然绽放。

今年以来，厦门持续掀起“赏
花热”：从园博苑新春花展，到狐尾
山、大屏山樱花谷；从2023天竺山
桐花旅游节，到 2023 厦门国际花
卉新品种展；从火红的炮仗花，到
粉色的美丽异木棉、黄色的腊肠花
和黄花风铃木、多彩的三角梅……
一桩桩花事盛会不仅让本地市民
大饱眼福，也吸引了外地游客来厦
赏花，带动绿色经济、文旅经济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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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铁乌石浦站附近的蓝花楹在风中逐渐散落地铁乌石浦站附近的蓝花楹在风中逐渐散落。（。（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铭鸿林铭鸿 摄摄））

棠潮园艺暨班纳利育种中心现代化的花卉生产线。

厦门国际花卉新品种展吸引市厦门国际花卉新品种展吸引市
民游客观展民游客观展。。 （（阿宽阿宽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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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游

位于厦门市园林植物园西山园的一处参赛花境位于厦门市园林植物园西山园的一处参赛花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