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赵念东 蒋 鑫
   本报通讯员 马佳欣

  连日来，菏泽市曹州牡丹园、百花园、天
香公园等各大牡丹园，花开正艳，人流如织，
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游客的追捧。其中，曹州
牡丹园作为世界上面积最大、品种最多的牡丹
园，在4月8日和9日迎来了自开园以来最大赏
花高峰，客流量达17.5万人次，仅4月8日单日
客流量便突破了10万人次。
  夜幕降临，园内上演的大型水上实景剧
《盛世芳华·牡丹颂》，更是用一场美轮美奂
的视觉盛宴，向宾朋展现了“牡丹之都 花样
菏泽”的独特魅力。
  天为幕，以水为台。《盛世芳华·牡丹
颂》实景剧以黄河文化为背景，深入挖掘菏泽
历史文化、牡丹文化、非遗民俗文化等文化精
髓，通过“安宁的祈求”“和平的种子”“不屈的绽
放”“盛世的乐章”四个篇章，运用百米全息幕投
影、激光玄幻特效、雾森、VR高科技等表现手
法，深度演绎了菏泽的厚重文史底蕴。
  多位驻华大使来到菏泽欣赏一年一度的花
开盛会。塞浦路斯驻华大使玛莎·玛夫罗玛蒂对
牡丹盛开的景象赞不绝口：“这里简直是世界上
最棒的地方！这些牡丹拥有如此久远的历史与
文化，我一定会邀请朋友来参与这场盛宴。”
  4月8日，在菏泽市举办的2023世界牡丹大
会上，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针
对当前全球化形势，对唐代诗人徐凝的“何人不
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的诗句赋予新时代
内涵。蒙曼表示，古诗下一句也可以表述为“占
断人间好物华”。
  “清苏毓眉《曹南牡丹谱》中有‘牡丹，秦汉
以前无考，……唐开元中始盛于长安。每至春
暮，车马若狂，以不就赏为耻。逮宋，洛阳之花又
为天下冠。至明而曹南牡丹甲于海内。’”蒙曼
说，由此可见，中国牡丹文化呈现接力棒式发
展，明清时期起中国牡丹文化中心移至菏泽。
蒙曼认为，菏泽牡丹有三个特性，雍容气、英雄
气和民间气，而民间气是菏泽牡丹的独到之处。
唐时主要讲宫廷寺院牡丹；宋时讲名园牡丹，而
曹州牡丹则是讲老百姓庄稼地里的牡丹，漫山
遍野，这就是菏泽牡丹的民间气。“其他地方当
年没有做到，但是明清以来菏泽做到了。”
  一朵绽放，一城芬芳。如今，菏泽牡丹不仅
有观赏价值，更有产业价值。据统计，2022
年，菏泽牡丹产业实现总产值102亿元。菏泽
对全国牡丹种植苗木的支持率达85%以上，苗
木出口率占全国的90%。目前共有生产加工产
品11大类260多种，芍药鲜切花年销超亿枝，
销售额占全国的半壁江山。
  “菏泽引领牡丹产品研发与产业化发展，
研发深加工产品260余种，制定了国家标准等
各类牡丹产业标准60余项，实现牡丹全价值链
挖掘，全产业链开发，推动牡丹产业和文化高
质量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
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培武说。
  花可赏、根入药、籽榨油、蕊制茶、瓣提
露……在菏泽，国色天香的牡丹衍生出众多特
色产品，牡丹产业与区域特色一脉相承，造福
着一方百姓。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菏泽
市做好特色文章，实现差异竞争、错位发展，
“富贵之花”正转变成为“富民之花”。
  近年来，菏泽立足牡丹资源禀赋和产业基
础，研究出台了一揽子支持政策，稳种植、深
加工、塑品牌，推动牡丹产业从单纯观赏到
“接二连三”融合发展，菏泽牡丹特色产业入
选山东省“十强”产业“雁阵形”集群。当
前，菏泽市各类牡丹生产、加工和出口企业达
到120余家，开发出各色产品260余种，实现了
从“一朵花”到全产业链的精彩“绽放”。

  □ 本报记者 蒋鑫
   本报通讯员 武霈 孙安琪

  在菏泽，国色天香的牡丹衍生出了众多特
色产品，围绕牡丹产业打造了全产业链业态，
让这朵“富贵之花”升级为“产业之花”。
  一朵花的产业链有多长？让我们来菏泽
鲁西新区看一看。
  4 月 6 日，在位于菏泽鲁西新区的天宝牡
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在
从牡丹提取物中尝试配比研发新的牡丹系列
产品。作为一家专注牡丹的功能性研发、深加
工的高新技术企业，该公司不断将牡丹深加工
向大健康领域延伸，目前已开发出50 多个系
列产品，其中，牡丹咖啡、牡丹花蕊茶以及以牡
丹为元素的功能性食品备受市场青睐。
  天宝牡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孙春

燕介绍，为了让牡丹深加工为医养健康产业赋
能，天宝牡丹建设了牡丹产业科技研发中心、
ω— 3 配方食用油、营养液生产线以及牡丹药
妆护肤品的生产车间。与中国农业科学院、中
国科学院等多所院校构建牡丹研发合作关系，
创新研发牡丹产品，定义行业标准，不断引领
菏泽牡丹产业发展转型升级。
  “我们一直深耕于大健康产业，牡丹从根
到花都是可以入药的，能广泛应用于多个领
域，我们正不断加大研发投入，使牡丹为人类
带来更多美丽和健康。”孙春燕说。
  与天宝牡丹比邻而居的菏泽市中花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也是一家致力于牡丹深加工的
现代化生产企业。该企业拥有3000 平方米十
万级GMP 药用无尘净化车间，全自动面膜生
产线满负荷开启时，日产能10万片牡丹面膜。
  “我们依托菏泽牡丹地域优势和产业发展

机遇，通过自主研发，精耕牡丹产品深加工，不
断提升产品质量。”菏泽市中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吕文帅说，“牡丹根皮中提取的
丹皮酚具有抗自由基、抗氧化、抗过敏、抗衰
老、杀菌消炎等功效，我们选择6到8年的优质
牡丹根皮，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人力和财力进
行研发，通过反复试验，取得了技术突破，让丹
皮酚在面膜中得到高质量应用。”
  目前，经过不断加大科技研发力度，中花
生物旗下牡丹之谜系列化妆品已备案16 个单
品，涉及面膜、面霜、眼霜、洗护用品等多个种
类，有力推动了菏泽牡丹产业。
  在鲁西新区马岭岗镇的菏泽市康普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展厅内，各种各样以牡丹为原料
的产品让人眼花缭乱。尤其是该企业不断加强
科技创新，对牡丹籽油进行精细加工，研究开
发出科技含量更高、更时尚、更实用的牡丹籽

油产品。经过多年的产品研发，该公司共开发
了牡丹籽油、牡丹花蕊茶、牡丹化妆品三大系
列40 多个牡丹产品，先后出口德国、美国、日
本等国家，出口销售额达2000多万元。
  “科技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我们不断升
级和创新牡丹产品，仅去年一年我们申请了发
明专利4项，发表了牡丹籽油的论文3篇，同时
制定了医用牡丹籽油的标准。公司还承担了山
东省重点研发项目——— 牡丹籽油的高质开发
示范项目，以此保证产品的品质，以
此推动产品不断创新，更加契合消费
市场。”菏泽市康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王连岗说。
  一朵花带“活”一座城。当下的菏
泽，正立足资源禀赋，全面深耕牡丹
产业，让这朵花“链”起一个全产业，
让菏泽牡丹“绽放”得更加绚丽。

一朵花的产业链有多长
菏泽鲁西新区深耕牡丹产业，“富贵之花”升级为“产业之花”

  □记者 蒋 鑫
  通讯员 刘保迎 任威明 报道
  本报郓城讯 4 月 8 日，第32 届菏泽国际牡丹
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 2023 年郓城会盟第三届摩
托车文化旅游节，在水浒故里旅游集散中心广场拉
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 310 多家重机俱乐部的
2000 多辆重机车、 5000 多名车手汇聚郓城，共同演
绎一场传统与时尚、含蓄与激情的碰撞。
  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骑士们环绕旅游集散中
心拉开了巡游序幕，2000多辆造型各异的重机车和
形色各异的摩托车统一列队出发，伴随着炸裂的排
气声浪，庞大的骑士团点燃了所有人的激情。
  作为第32 届菏泽国际牡丹文化旅游节的重要
组成部分，本次摩托车文化旅游节包括了机车特技
秀、机车巡游、国潮演出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
动。依托“忠义文化”“水浒文化”“武术文
化”，结合机车文化，共同促进体育与文化旅游的
融合发展，致力于打造一场具有地方特色、精彩绝
伦的摩托车文化旅游交流活动，为广大摩托车运动
爱好者提供一个崭新的沟通交流平台。
  郓城县文旅局局长王丹表示，活动将重机文化
与旅游宣传融合在一起，丰富了郓城的旅游产品和
线路，为郓城旅游业注入了新活力，对郓城创建全域
旅游示范县、全国文明城市、推广郓城旅游品牌形
象、向全国展示郓城的风采与魅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5000名车手聚郓城

演绎“速度+激情”

  □记者 蒋鑫
  通讯员 郭丽 孙国栋 杨晨 报道
  本报菏泽讯 4 月7日，菏泽市牡丹区民政局到
菏泽市第三人民医院开展“善行牡丹·心灵守护”慈
善救助活动，对在院精神病人进行帮扶，帮助他们摆
脱疾病困扰，早日康复，减轻家庭和社会负担。
  活动充分发挥“慈善+社会组织+社工站+志愿
者”多部门联动作用，区慈善总会捐赠3万元，西
城街道社工站、菏泽市巾帼志愿者协会、牡丹区润
泽公益服务中心、牡丹区丹城公益协会、牡丹区颐
康养老服务中心等积极响应并捐献价值1万余元的
爱心物资，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对患者的关心和关怀。
  近年来，牡丹区民政局坚持“以人为本、扶危
济困、和谐诚信、务实创新”的理念，紧紧围绕构建城
乡社会救助体系，创新思路，强化措施，有力地推动
了牡丹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充分肯定。

“善行牡丹·心灵守护”

慈善救助暖人心

□蒋鑫 郭丽 王文 报道
  近日，菏泽市牡丹区政协组织文化艺术界委员
开展以“花为媒、画为媒”为主题的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委员们现场为游客提供喜闻乐见的作品，受到游
客欢迎。
  牡丹区政协以发展乡村文化旅游、推动秀美乡
村升级为目标，以打造“牡丹文化”为切入点，充
分发挥良好的区位优势，积极整合自然、文化等各
种资源，深入推进牡丹产业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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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何人人不不爱爱牡牡丹丹花花  占占断断城城中中好好物物华华

菏菏泽泽：：花花开开正正艳艳满满城城芳芳

  □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郜玉华 报道
  本报菏泽讯 “东方花韵 世界菏泽”。4
月8日，昆明花拍中心（KIFA）菏泽分中心在
2023世界牡丹大会上启动。菏泽分中心的落
成，意味着菏泽再添一个重量级的产业地标，
这对于擦亮“中国牡丹之都”品牌，打造世界
牡丹、芍药产业化发展高地，推动菏泽乃至全
省花卉产业的提质增效具有重要意义。 
  菏泽牡丹芍药鲜切花产量占全国市场份
额的50%以上，是全国最大的产地市场，培
育新品种数量占国内总量的80%。菏泽不仅
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且芍药种植面
积、产量、产值均居全国第一。目前菏泽观

赏牡丹拥有9大色系10大花型1280个品种。
  为进一步推动鲜切花产业发展提质升
级，在菏泽市牡丹区政府的主导下，“KIFA菏
泽分中心”项目正式落成。这不仅是牡丹区助
力花卉产业升级的重点项目，也是让牡丹、芍
药走向全国大市场，贯彻乡村振兴、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力举措。
  KIFA菏泽分中心将聚焦牡丹、芍药花
卉产业发展，以拍卖与电商交易为核心，是
集牡丹、芍药等花卉的交易、加工、仓储、
物流、技术培训、新品种研发、推广为一体
的现代花卉产业园区和区域性鲜切花交易集
散中心。项目区内设有6894.96平方米的交易
大厅，124个拍卖交易席位，并配备有7619平

方米的仓库供物流、仓储、冷库使用。
  KIFA菏泽分中心的落成，将进一步推
动地区现代花卉产业规模化、专业化、标准
化和市场化发展。同时，逐步发展成为辐射
华东区域中原地区花卉产品、农资以及其他
农产品的流通交易中心和集散地，加速构建
花卉产业大市场新格局，打造菏泽花卉产业
高质量发展样本。
  该分中心的成立，是菏泽芍药鲜切花树
立新标准、品牌、价格标杆的良好契机，更
是促进菏泽芍药鲜切花再上新台阶、提质增
效的有效实施路径。今年，该分中心将建品
牌、控质量、树价格，快速构建菏泽芍药质
量体系，树立菏泽芍药价格标杆。

昆明花拍中心菏泽分中心启动

  □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谢新华 蒋晨曦 报道
  本报巨野讯 4月7日，2023世界牡丹大
会中国工笔牡丹画产业发展论坛在巨野县举
办。论坛以“壮大巨野工笔牡丹画产业 赋
能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汇集全国
专家学者，从巨野工笔牡丹画特征、产业等
多角度出发，共话工笔牡丹画产业新发展。
  巨野工笔牡丹画是以菏泽牡丹为主要创
作题材，在继承中国传统工笔技法的基础上，
结合现代工艺手段精工细作，画中牡丹枝繁
叶茂、花团锦簇，凸显牡丹雍容华贵的特点。
  “近两年，巨野工笔牡丹画产业规模不

断扩大，政府扶持力度大是重要原因。”中
国农民书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董振礼表示，
该县成立了县书画院，并扶持各乡村成立了
近50个分院，政府每年都拨出专款进行免费
公益培训，举办不同类型的展览和推荐活动。
其中，以宣传部为主导的“陪伴花开”公益培
训活动成效显著，3个月就培训了1400余人。
  围绕“壮大巨野工笔牡丹画产业 赋能
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与会人员畅
所欲言、献计献策，对巨野工笔牡丹画产业发
展提出了很多好思路、好建议、好对策。
  近年来，巨野县高度重视书画产业发
展，成立了书画产业培育推广工作专班，统

筹推进规划设计、战略研究、品牌培育、宣
传推广、人才培养、精品创作等工作。目前，该
县建成绘画专业镇8个、绘画专业村50个，基层
画院49家，从事创作、销售、装裱等书画产业
人员达2万余，年创作绘画作品120多万幅，
2022年实现书画产业产值超10亿元。
  恰逢首届“花开菏泽 翰墨麟州——— 中
国工笔牡丹画作品展”举办。116件参展作品
既体现了当代中国花鸟画发展的多元面貌，
又以牡丹的国色寓意彰显盛世繁华。“这对
巨野工笔牡丹画的创作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对于创作精品将起到有力地促进作用。”巨
野县工笔牡丹画协会会长高观凌说。

专家聚麟州共话工笔牡丹画

□记者 王兆锋 报道
  4月9日，游客在曹州牡丹园自拍。连日来，菏泽各牡丹园的牡丹怒放，吸引了大量游客流连忘返。

  □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刘厚珉 报道
  本报单县讯 4 月7日，“乡村好时节”单县首届
海棠花文化艺术节在单县东城街道绿禾庄园开幕。
  开幕式现场向老党员、美德信用家庭、乡村振
兴工作示范村分别颁发绶带、锦旗、奖牌，同时演
出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
  单县成功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拥有浮龙
湖旅游度假区、幵山公园、科技馆等多个国家4A
级景区，A 级景区数量为菏泽市第一。海棠花文
化艺术节是单县“乡村好时节”主题年系列活动、
全域旅游文化节系列推介活动项目之一，也是菏泽
国际牡丹文化旅游节的组成部分。

乡村好时节

海棠添新颜

关注2023菏泽牡丹节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