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是世界最大的花卉生產國，現有近22萬家種苗花卉企業，
年產值5200多億元。雲南鮮花種植面積和產量則多年均居中國第
一。近年來，雲南花卉依靠科技攻關 「卡脖子」 ，正在向自主培育
轉變。截至2024年底，雲南省申請國家花卉新品種權1280個，較
2020年增長56.8%。

近三年，雲南省農科院成功育成了96個 「國風」 系列月季新品
種／優株，裝上 「中國芯」 的月季競相綻放： 「赤子之心」 成為杭
州亞運會官方指定頒獎用花；來自彝族語的 「摩朵」 剛上市就 「一
花難求」 …… 「國風」 系列月季正在成為中國花卉市場新風尚。

大公報記者 譚旻煦

中國花卉年產值超50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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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關「卡脖子」 自育品種佔有率迅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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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賦能 鮮花生產供應精準到天

國風國風月季月季成市場新寵市場新寵

雲南鮮花
名滿世界

大公報記者
譚旻煦整理

農業產值：480億元

全產業鏈產值：

1400億元

花農數量：19萬家

花農戶均年收入：

5萬元以上

就業創業人數：

100多萬人
2024年出口值7.6億元

同比增長34.2%
出口至泰國、
日本、新加坡
等國家地區

種植面積
全省花卉種植面積：

195萬畝

鮮切花種植面積：

35萬畝

（全國第1）

鮮切花產量：

206億枝（全國第一）

人均鮮花供應量：

全國每人15枝、

全球每人2.5枝

供應量

產值

產業帶動效應

出口情況

▶ 「淡妝」 花卉如同中國傳統文化
一樣，包容大氣，讓國人鍾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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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南花卉市場
日交易量：約3000萬枝（亞洲第一）

花企：2200家
花店：35萬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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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朵」 的在彝族語裏的意思是
「雲端高地」 。雲南省農業科學院花
卉研究所智慧花卉創新團隊首席蔡艷
飛研究員說起 「摩朵」 ，一臉寵溺。
蔡艷飛研究員介紹， 「這個花紫粉
色，花瓣微捲，外形看起來有點像小
型的山茶花，在整個花期，整朵花會
完全開放，在黃色花蕊的加持下，花
朵顯得欣欣向榮」 。摩朵是從2022年
開始研發 「國風」 系列新品種之一，
屬於多頭月季，一枝花能有30至40
頭，花團錦簇，再加上它有淡淡的香
味，這些符合中國審美的元素，受到
國內消費者的喜愛。2024年這款花的
批發價達到了70元到80元一紮（十
枝），而其他類似的多頭玫瑰的批發
價大概在20至50元不等。

「國風」系列 包容大氣
雲南省農業科學院花卉研究所所

長李紳崇介紹，近三年來他們培育出
了96個 「國風系列」 品種／優株，它
們在抗病性、適應性和文化內涵上更
貼合國內市場需求。同時，特色花卉
高山杜鵑新品種培育實現 「從0到1」
的重大突破，首批獲得21個杜鵑新品
種權，年宵花產品供不應求。目前，
商業化推廣自育新品種超過100個，
雲南省自育品種市場佔有率從2020年
不到5%提高到15%。

蔡艷飛給記者解釋說，我們的國
風有高辨識度的花形，花朵能完全開

放露出花蕊，有淡香，在性狀上區別
於歐美系列的杯狀花形。 「國風」 系
列花卉如同中國傳統文化一樣，包容
大氣，既可以是小花多頭，也可以是
單枝大花，可以讓國人鍾愛，更可以
成為外國人的新寵。下一步，通過國
際聯合育種等方式開展的國際合作，
勢必也會將國風系列花卉盡早推向國
際市場。

「美麗經濟」助群眾增收
麗江現代花卉產業園自2020年8

月投產至今，被列為雲南省高原特色
現代農業創新示範園，實現了產業增
值、群眾增收、企業增效。目前在麗
江現代花卉產業園穩定務工的300名
群眾，包括納西族、白族、藏族等多
個民族。

「在這裏上班離家近，照顧家裏
老人孩子都方便」 ，園區旁邊三元村
村民韋雪說。 「我在這裏上班很好，
一個月能拿4000元，旺季的時候可以
拿到7000元」 ，在園區務工的和月華
說到這個，笑得合不攏嘴。毗鄰園區
的開南街道貴峰社區，以 「園區＋社
區集體經濟＋群眾」 發展模式，促進
了群眾土地租金、集體分紅、勞務工
資等收入的增加，社區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從2019年的1.6萬元增加
至2024年的2.9萬元，貴峰社區村集
體經濟收入從2019年的3.8萬元增加
至2024年的36.4萬元。

全國最大花卉「基因庫」
推動千億產業升級

在昆明北郊，一座
佔地300畝的現代化種
質資源庫裏，2萬餘份花

卉種質資源正被精心保存。這個全國
規模最大、種類最豐富的花卉種質資
源 「基因庫」 ，收錄了雲南本土
5317種野生觀賞植物，同時引進了
全球1/3的觀賞類花卉資源。依託這
些寶貴的資源，助力科研攻堅難題，
並推動中國千億花卉產業升級。

科研攻堅突破 「卡脖子」 難題
在月季育種領域，雲南省花卉育種
重點實驗室科研團隊克隆出月季花
香代謝關鍵酶基因，成功培育出具
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香型月季品種。

針對百合產業受枯萎病威脅的痛
點，實驗室建立起抗病基因篩選體
系，培育出 「雲抗1號」 等3個抗枯
萎病百合品種，使雲南百合主產區
發病率從40%降至8%，畝均增產
25%。在晉寧花卉科技小院，科研
團隊通過 「企業＋合作社＋農戶」
模式，清水河村培育出 「晉寧翠
花」 等月季新品種，帶動200餘戶花
農每畝增收超萬元。數據顯示，雲
南花卉產業綜合產值已突破千億
元，斗南花卉市場年交易量連續25
年全國第一。如今，雲南正向 「世
界花蕊」 邁進，為全球花卉產業提
供 「中國方案」 。

產業
升級

麗江現代花卉產業
園位於麗江市古城區，
海拔約2300米，面積約

1100畝。雪山腳下高海拔氣候培育
出的高品質鮮花受到市場青睞，這
裏不僅四成鮮花出口，還供應着中
國市場90%的彩色馬蹄蓮，相關負
責人介紹，這得益於智能溫室大
棚、全程數字化管理系統等一系列
先進技術的助力。

這裏的技術負責人介紹了智能
溫室是如何為花卉保駕護航。智能
溫室大棚裏設置了傳感器，對溫
度、濕度、光照強度和二氧化碳濃
度等情況進行實時監控，並在種植

架下面安裝了保溫管，如果夜間溫
度低於15度，三通閥就會自動開
啟，向管道內輸送熱水。白天棚內
溫度高於25度的時候，上方蝶形天
窗就會打開，並進行自動噴淋降
溫。目前，產業園出產的鮮花A級以
上優質率超過70%。同時，通過全
自動的環境控制系統，能夠將生產
時間精準到天。

園區裏的花從種苗種下去，3個
月左右便可以採摘到第一朵花，之
後每株花平均有1個月左右的採摘
期，通過輪種及精準控制等方
式，園區裏實現了每天都有鮮
花供應。

▲月季 「摩朵」 作為 「國風」 系列新品種之一，深受消費者喜愛。

▲彩色馬蹄蓮競相綻放，惹人
憐愛。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12日
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通報稱：山西
省委副書記、省長金湘軍涉嫌嚴重違紀違
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紀律審
查和監察調查。

公開資料顯示，金湘軍，男，漢族，
1964年7月生，湖南江華人，1984年11月
加入中國共產黨，1990年7月參加工作，研
究生學歷，管理學博士，是二十屆中央委
員。金湘軍曾任廣西玉林市委副書記、市
長，玉林市委書記，防城港市委書記等
職，於2018年1月跨省份升任天津市副市
長。2021年1月，金湘軍躋身天津市委常
委，後兼任市委秘書長。2022年3月，金湘
軍獲任天津市委副書記。

2022年12月，金湘軍調任山西省委副
書記、代省長，後任省長，至此番通報被
查。金湘軍最後一次參加公開活動是在4月
10日，當天他主持了山西省政府的一場會
議。此番金湘軍落馬後，今年中央紀委國
家監委網站公開通報審查調查的中管幹部
（中央管理的幹部）有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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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今年快遞破500億件 折射消費持續回暖
【大公報訊】綜合新華社、央視新聞報道：

國家郵政局監測數據顯示，截至4月11日，今年
中國快遞業務量已突破500億件，比2024年提前
18天。101天、500億件，快遞 「小包裹」 再
「跑」 加速度，這背後，是日益成熟的快遞物流
網絡。網購包裹送達偏遠山區，農產品
「走」 出大山深處，如今，全國3000多個
邊境自然村全部通郵，超過23萬處快遞服
務營業網點、超過22萬條快遞服務網路，
構成了一張覆蓋全國、深入鄉村、通達全
球的服務網絡，支持着中國快遞邁上新平
台。

「快遞業務量突破500億件，折射出消
費市場持續回暖、產業升級步伐加快、經濟
運行穩中有進的良好態勢。」 國家郵政局發
展研究中心戰略規劃研究部主任劉江說。國
家郵政局有關負責人表示，未來郵政快遞業
將進一步發揮在物流領域的引領作用，助力

暢通經濟循環和提升實體經濟運行效率，為經濟
高質量發展注入更強動能。

中老鐵路發送跨境旅客48.7萬人次
另外，中老鐵路跨境旅客列車開行兩年來，

累計發送跨境旅客48.7萬人次，覆蓋全球112個
國家和地區。昆明南至萬象運行時間從10個半小
時壓縮至9個半小時，口岸通關時間從90分鐘縮短
至52分鐘，效率提升42%。跨境貨物運量達1329
萬噸，範圍覆蓋19個國家和地區。昆明經老撾至

泰國的貨運成本降低30%-50%，老撾至
歐洲運輸時間縮短至15天，構建起 「東南亞
─中國─歐洲」 無縫銜接的國際物流通道。

為全面保障中老鐵路安全順暢運行和
出入境旅客便利快捷通關，磨憨邊檢站增
派外語專業民警組成 「免簽引導服務
隊」 ，為出入境外國人提供法律政策、旅
遊美食等方面的內容諮詢，磨憨鐵路口岸
已成為外籍旅客入境中國雲南的核心通
道。今年以來，東盟國家遊客赴西雙版納
的旅遊訂單同比增長超2.5倍，沿線酒店入
住率在85%以上，沿線景區消費增長35%
以上，形成獨具特色的跨境旅遊經濟圈。

▲3月27日，快遞員在雲南大理一家轉運中心分揀快遞。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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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花裝上滇花裝上「「中國芯中國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