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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陵县花木产业现状分析

张春萍*

河南省鄢陵县林业局，河南� 461000

摘� 要：2021年鄢陵花木产业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造成花木销售收入减少，花农和花木企业信心不足，

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和花木产业自身发展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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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1年鄢陵花木销量减少，花农和花木企业利润下滑，花木产业发展面临严重挑战，现将造成原因分析如下。

二、新冠肺炎疫情对鄢陵花木产业的影响

2020年突如其来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各地交通阻断、经济停摆、社会生产陷入停顿、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既定

绿化工程项目不能开工，苗木不能挖掘起运，大部分花农、花木企业、花木经纪人都停留在家，不能外出，造成苗木

调运停滞。所以当时疫情给我县花木产业带来了严重影响。

从我县花卉办的调查资料来看，去年花木销售受疫情的影响较大，全县花木销售总额下滑70％左右，花木企业销

售额普遍下滑30％～60％不等，只有个别企业销售额微有增长；花木经纪人销售额下滑约80％，幅度最大；花木市场

门店销售额比去年同期下滑30％～50％，其中彩叶树种、营养钵容器小苗销售收入下滑10％左右，影响最大的是一些

常绿常规树种。

三、花木产业自身发展的影响

花木产业自身的发展遇到瓶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花木产业的发展。

（一）鄢陵花木种植规模大，从业人员多，转型难度大

我县花卉种植面积近70万亩，花卉从业人员21万人，花木企业1572家，花木产业体量大，涉及范围广，每家花农

和花木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造成花木提档升级困难多、阻力大、改革推进缓慢。老百姓普遍文化水平低，接受新方

法、新思维的意识低，普遍存在等和看的思想。由于前几年的国家的投资拉动政策，苗木需求量大，对苗木品质要求

不高，苗木销售比较容易，花农、花木企业普遍赚钱快，利润高。近几年，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经济下行的压力加

大，对苗木品质要求普遍增高，仅靠传统方式生产和销售已很难赚到钱。

（二）我县花木产业科技创新不足

我县花木产业科技研发水平低，技术创新能力差，成果少；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研发推广缓慢，科技带动能力

不强；生产技术标准、产品质量标准制订滞后，缺乏行业标准引导；品牌意识淡薄，不注重知识产权开发与保护。农

户种植“散、乱、杂”现象仍然存在，需要淘汰的品种占有一定比例，优质苗、成品苗占比低，劣质苗木、同质化苗

木库存严重，花木产品的附加值低、亩产效益差、经济效益低。造成我县外销的花卉苗木部分从外地调运，长此以往

将会对我县的花木产业造成强大冲击，严重影响我县花木产业今后的发展[1]。

（三）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不明显，品牌彰显不够

我县省级花木龙头企业10家，大部分企业没有先进的、前沿的经营理念，没有根据市场的需求，有效组织和引导

种植户集约化生产的能力有限，对花木产业的发展示范、带动作用不明显。蜡梅新品种培育，尤其是优良品种的选育

开发不足。虽然鄢陵蜡梅名气大，但没有达到如洛阳牡丹、南阳月季的产业效果。鄢陵县世界蜡梅园在蜡梅新品种的

培育方面做了许多积极工作，由于技术力量薄弱，研发技术平台不完善，创新能力较弱，产品研发不足，致使花木资

源优势没有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经济优势，如蜡梅茶、杜仲茶等产品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没有打开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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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花木产业转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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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组织机构不健全、技术人才薄弱

花木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滞后，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造成生产供应与市场需求信息不对称，花木生产和销售没

有做到有效的对接；缺乏产业扶持政策，对种质资源保护、新品种选育、技术研发等事关花卉产业发展的公益性事业

扶持不够，对市场建设、物流配送、社会化服务等产业基础性建设缺乏支持，对花卉品种自主知识产权保护、品牌创

建等缺乏鼓励性政策[2]。

四、花木产业发展的应对措施

（一）县委、县政府积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有关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的政策

根据县委、县政府下发的有关疫情防控文件精神，我县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调动各方积极性，打通花木从生

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消除各种障碍，克服种种困难，安全有序恢复花木生产和销售，为花木产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花农、花木企业、花木务工者、花木经纪人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的号召，迅速投身花木生产、装卸、运输、销售

中，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消除障碍，减少经济损失，经过调整恢复，我县花木产业的发展受疫情的影响程度降到最低。

（二）开展电商培训，倒逼花木销售模式改革创新

因为互联网销售具备成本低、速度快的特点和优势，使花木产业的互联网销售成为必然。2021年林业局、商务局

都根据自身业务特点，联合“抖音”“今日头条”等网络平台对我县花农和花木企业开展苗木线上销售培训，对推动

花木销售模式的改变起到了一定作用。鄢陵县新科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鄢陵县江龙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等企业

把我县的蜡梅和蜡梅盆景通过电商形式销售全国各地。柏梁镇大路王村花木电商的逐步兴起，带动当地花木产业的发

展和当地百姓的就业。为了做好疫情防控，去年花博会以云上的形式召开，云上花博会成功举办进一步壮大了我县的

花木互联网经济，从一定程度上冲抵了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促进花木产业的线上线下销售，拓展花木销售渠道，带

动了我县花木互联网经济的发展。

五、对我县花木产业发展的建议

鄢陵县花木产业的发展需要积极改革和创新，以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步伐。

（一）调整产业结构，加快花木产业转型

加快花木产业结构调整步伐，转变生产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由常规

化种植方式尽快向现代化苗圃转变，多发展造型苗木、彩叶苗木，扩大容器苗木栽培面积，现在我县优质苗木的缺

乏，已成为当前制约我县花卉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江苏、山东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花木提

档升级要有浴火重生的信念，脱胎换骨的勇气。通过建立苗木规范化栽植试点，示范带动我县苗木转型升级。

针对当前劳动力缺乏、劳动力成本高等问题，要不断提高花木种植的规模化和机械化程度。改变陈旧模式，采取

“工厂式”的生产模式，实现种植技术的规范化、花木质量的标准化，避免种植混杂、无序、分散和质量不高等问

题。对花木转型升级中做得比较好企业在项目配套、资金信贷上给予支持[1]。

（二）积极主动实现产销的对接

由于苗木种植周期长，投资效率低，生产和销售存在脱节，造成有的苗木过剩，有的苗木供不应求，我县要积极

采取对策解决供需矛盾问题，比如鼓励我县绿化企业在工程施工过程中优先采用本地苗木；在建立苗木规范化栽植试

点时，全部采用我县本地苗木，为全县的苗木规范化、标准化栽植提供腾挪的空间，解决短时间内供需矛盾的问题。

扶持花木互联网经济，推动花木电商企业的发展。花木电商已成为花木重要交易模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花木生

产，我县在花木电商方面起步晚，将来鄢陵花木产业的发展必将依靠电商平台做大做强，通过网络电商平台拓展销售

渠道，实现“线上线下”市场的有机对接。

（三）加强职业技术培训，提高我县蜡梅的核心竞争力

培养一批懂经营、会管理的高水平管理型人才和具有修剪，嫁接、造型等高超职业技能的技术型人才，为我县花

木产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人才支撑，重点依托“鄢陵蜡梅冠天下”品牌优势，充分挖掘蜡梅文化，打造蜡梅产业标杆品

牌．做大做强我县的蜡梅产业。在蜡梅的培育和推广应用过程中，实现规范化种植、规模化生产，精细化管理，把蜡

梅做成我县的拳头优势产品。下一步加大对蜡梅切花生产扶持力度，增加切花智能化种植设施、保鲜冷藏设施的建设

及专门物流冷链的投入力度，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丰富切花品种，培育适合我县的蜡梅切花品种，打造鄢陵蜡梅切

花品牌[3]。



植物与生态链 2021� 第3卷� 第2期·园林建设与城市规划

18

六、结束语

总之我县花木产业面对新问题、新挑战，需要我们运用新思路、采取新对策，在危机中育新机，在变局中开新

局，不断推动我县花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为经济发展和小康社会建设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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