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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改”福建山樱花

位于福州西郊的鲤鱼洲樱花园，是 16 个网
红打卡点之一。180 亩土地上遍植中国红、牡丹
樱、香水樱、红粉佳人等主流樱花品种，花期从春
节前持续至 3 月底。这个春节，游客纷至沓来。樱
花树下，既能赏樱品茗、拍照打卡，还能体验网红

“白兰阿姨”簪花围手艺。
鲤鱼洲樱花园项目的操盘人，是省樱花协会

会长黄勇军。他与樱花的缘分，始于 2011年。
这一年，在“回归经济”的号召下，乡贤黄勇

军回到老家邵武市大竹镇。当时，绿化苗木产业
正当风口。瞄准了商机的黄勇军决定试水苗木生
意，在众多树种中选择了初露头角的樱花。

在社交媒体刚刚兴起的年代，樱花虽是苗木
界新秀，但已展露出网红潜质。

2000年，云南无量山——《天龙八部》里段誉
初识神仙姐姐的地方，台商在茶园套种樱花树以
遮阴，却意外打造出了樱花谷景观。经摄影师之
手，无量山樱花谷走红全国，成为国内樱花景点
中的“初代网红”。此后，赏樱的风吹向全国。各地
相继引种樱花树，策划文旅活动，引爆一波又一
波流量。

浪漫的事，也在福建发生。
“福建樱花野生资源丰富。”省林木种苗总站

原一级调研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陈璋说，福建
山樱花、浙闽樱、华中樱等樱花原种在福建广泛
分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福建山樱花。它花
形呈钟状，因此又名钟花樱；有别于日本白色系
樱花，花色绯红，多于冬末早春时节开放，因此又
名绯寒樱。不过，野生状态下的福建山樱花着花
量少、花形小、花朵开放程度低、长势参差不齐、
观赏性差，难入爱花之人法眼。

“爆改”后的福建山樱花，实现了华丽蜕变。
2000 年前后，台商将产自台湾阿里山、阳明

山的樱花种源带到福建。其中大部分都是福建山
樱花经选优、杂交改良的后代。它们不仅克服了
祖先的缺陷，还拥有了更加多元的花色、花形、花
期变化，观赏价值倍增。

闽 台 合 作 为 福 建 带 来 了 关 于 樱 花 良 种 化
的启发。很快，本土研究者开始系统研究福建
山樱花资源。2002 年起，省林业厅、省花卉研究
中心、福州快乐园艺有限公司等联合南京林业
大学开始调查收集福建山樱花种质资源，研究
其种群分布与遗传多样性，并攻克了福建山樱
花嫁接、组培等繁殖技术，让种苗批量生产成
为可能。商业嗅觉敏锐的企业家则广泛引种，
发展苗木基地。

黄勇军家的“花田喜事”，就是从这个时候开
始的。

2012 年，他在邵武市大竹镇流转 1000 亩山
地种植樱花苗木，此后基地又开拓至邵武市大埠
岗镇、福州等地，总面积超过 4000 亩。那几年是
樱花苗木市场最红火的时候，甚至出现了“按厘
米论价”现象。

“主流品种红粉佳人，地径 10 厘米以下的
小 苗 ，一 厘 米 上 百 元 ；超 过 10 厘 米 的 中 苗 ，一
厘米三五百元；超过 15 厘米的大苗，一厘米要
数 千 元 。”黄 勇 军 说 ，当 时 一 株 10 年 树 龄 的 樱
花苗，市场报价动辄三四万元。闻风而动的农
户随之跟进，全省各地掀起了一阵樱花苗木种
植热。

随着樱花种植渐成规模，花海景观呼之欲
出，发展赏樱经济水到渠成。

2015 年，由黄勇军经营的、位于大埠岗镇道
峰山脚下的 2000 亩樱花基地，变身樱花小镇。这
是一个以樱花为主题，集观光游乐、休闲采摘、餐
饮民宿、露营野炊等业态为一体的旅游综合体。
市面上常见的樱花品种，都能够在这里一睹其风
采。春节前的中国红、春节期间的牡丹樱、元宵节
的香水樱、妇女节的红粉佳人……在邵武樱花小
镇赏花期可从 1 月底持续至 3 月底，每年樱花季
吸引游客近 10 万人次。周边村民也因赏花游有
了更多在家门口增收的机会。邵武小镇的“烧饼
大妈”在景区卖烧饼，春节前后 20 多天就能增收
2万余元。

樱花也逐渐走向景区、城市公园、植物园、国
有林场，甚至酒店，逐渐成为各地文旅经济的引流
利器。来自省樱花协会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省樱花
种植面积约 10万亩。去年举办的“福建省 2023 年
樱花文化旅游节”，发布了全省十大樱花打卡点，
带动游客173万人次进入各地樱花园赏樱。

艰难“去库存”

从引种、种苗、卖苗，再到卖门票，樱花产业走
上了发展快车道。但随着近年来苗木市场退热，樱
花苗木供不应求的局面发生了逆转。苗农发现，库
存苗越来越难卖，甚至出现了相互压价的现象。

“一株地径 10 厘米的绯寒樱，需要栽培四五
年，但有时候只能卖两三百元。”黄勇军说，不少
樱花苗木基地陷入两难境地——卖，只能贱卖，
售价不足以覆盖成本；不卖，每年依然需要源源
不断地投入土地租金、人工管护等成本。

樱花苗木市场的低迷，与大环境有关，但更
多源自早期无序发展。一个直观的表现是，行业
规范与产品标准缺失。

“许多苗农一哄而上种樱花苗木，却并不知道
选什么樱花品种、市场在哪里、客户需求是什么。”
黄勇军说，不同的应用场景，对苗木产品有不同要

求。比如，景区、庭院、公路等场合，对樱花树形的
要求截然不同。在主干道分车带栽植樱花树，不仅
要考虑景观效果，还要确保树冠足够高，不能影响
来往车辆通行，不能遮挡司机视线。这就需要在苗
木种植过程中，科学定杆，合理控制树体分枝点的
高度。但现实情况是，不少苗农缺乏产品意识，品
种混乱，管理粗放，苗木质量参差不齐。市场上好
苗不愁卖，缺少标准的苗只能沦为库存。

去库存，是樱花行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不久前，省樱花协会发起倡议，鼓励各地樱

花苗木基地与景区结对子。“基地前期为景区免
费提供苗木，负责景观营造与日常管护，日后产
生门票等旅游收益，双方按照约定共享分成。”省
樱花协会秘书长林福光说，此举意在通过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既为库存苗找出路，又能加快打造
更多具有标杆意义的樱花文旅产品。

樱花景点多了，客从何处来？林福光正推动
“全国相约春天赏樱花”活动。他的设想是，聚合

全国樱花旅游资源，自南向北打通全国赏樱路
线。到时候，游客可通过统一的票务系统，实时掌
握全国各地樱花景点信息，并实现一键购票，共
赴春天之约。

深耕苗木行业多年的黄勇军，则将数字化理
念植入樱花产业，从苗木商向服务商转型。

为此，他围绕苗木产业开发了3个数字平台——
苗木宝、苗客、树联网。苗木宝，为苗木供需双方
提供信息撮合服务；苗客，为消费者提供苗木在
线认种认养及观光休闲等体验式服务；正在建设
中的树联网，则借助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及人
工智能等技术，为每一株苗木绘制专属“信息图
谱”——什么品种，种在哪里，如何管护，如何产
生商业效益及生态价值，增值预期等信息一目了
然。未来，3 个平台将共同构成一个商业闭环，对
每一株树苗进行数字化确权，实现苗木种植、苗
木交易、投资等多种功能，逐步实现苗木产业数
字化，以全新商业模式赋能樱花苗木产销。

樱花产业不仅要去库存，还需要创新增量。
“樱花苗木行业面临的是结构性问题。”福建

丹樱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琳说，尽管
苗木行情整体低迷，但好品种、好树形在市场上
依然是不愁卖的稀缺产品。

10 多年前，在台湾林业专家胡大维的启发
下，丹樱公司开始大量收集樱花种质资源，开展
选优、杂交等新品种选育。其位于连江县的樱花
基地，樱花种质资源数量超过 100 份，在全国居
于前列。目前，其团队选育的 40 多个樱花新品种
已获得植物新品种权，数量为全省之最。

重瓣型樱花新品种红粉佳人，是全国首个获
得植物新品种权的樱花品种；选育出全国第一个
获得植物新品种权的浙闽樱变异品种东韵；在全
国率先选育出垂枝类型的樱花品种丝绦粉蝶；丹
妃、丹霞、丹红等品种获得福建省林木品种认定，
并实现了知识产权转化……这些新品种不仅有
更强的适应性，还有效延长了福建赏樱期，最早
12 月，最迟可到来年 4 月份。不同的花色、花形，
则带来了更加丰富的视觉效果，打破了大众对于
樱花非白即红的印象。

目前，丹樱公司选育的樱花新品种已经在省
内外大量应用。与此同时，该公司正帮助各大樱
花种苗基地，对库存苗进行高接换种，改善栽培
技术，建立产品标准，为卖不动的库存苗开展新
一轮“爆改”。

延伸产业链

赏樱，只能去景区吗？并非如此。你还可以
“把春天带回家”。

在王琳看来，樱花产业的另一个问题，是产
品模式单一。她的团队正致力于推动樱花家庭消
费，主要抓手是樱花鲜切花和小盆栽两款产品。

其实，樱花树生长过程中，每年都需要修剪
掉大量内膛枝、杂枝等多余枝条，以优化树形，保
证树体整体长势。王琳团队将这些废弃物物尽其
用，开发出了专用营养配方，让樱花在瓶中盛开
成为可能。其观赏期可维持在 1 周以上。多年来，
年宵花市场被蝴蝶兰、水仙花、红掌、北美冬青等
传统花卉所占据。更具浪漫气息的樱花，花期恰
逢春节，能够为年宵花消费提供更多选择。

樱花小盆栽，同样是家庭赏樱的重要载体。
可是，让乔木植物屈身于小小的花盆，并不是一
件容易事。最重要的是选育出适宜盆栽与居家观
赏的品种，树体生长要相对缓慢，具备小而美的
情调；花头不能像园林品种那样朝下，以便于近
距离观赏。同时，盆栽樱花对用土、管护、造型等
都有一定要求。经过多年试验摸索，王琳团队已
逐步破解了技术难题。未来，小盆栽樱花有望真
正成为常态化产品进入家庭消费场景。

樱花只能看吗？答案也是否定的。它能吃，也
能用。樱花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另一个方向是精深
加工。

黄勇军提及了行业先行者的实践。广东省的
一个日化品牌，主打真鲜花护理产品。其拳头产
品樱花瓣沐浴露，不仅含有肉眼可见的花瓣碎
末，还添加了从樱花中提取的天然成分。目前，这
款产品已出口至全世界 50多个国家和地区。

日化产品，仅仅是樱花产品开发的一个方向。
陈璋认为，在食品领域，樱花可用于制作茶

饮、甜点、菜肴调味品。同时，有研究表明，樱花中
含有多种维生素、樱花素、樱花酸、樱花苷等成
分。这些成分具有抗氧化、促进糖分代谢、镇痛、
调节血糖水平等功效。在充分摸清樱花成分及其
功能的基础上，选育专用品种，应用于生物医药
领域前景可期。

更多的问题正在樱花行业内被提出。赏樱就
只是赏樱吗？不，赏樱还可以与茶会、地方传统文
化体验等结合在一起；种樱就只能卖樱吗？不，樱
花是一个潜在的大 IP，国际奢侈品牌樱花系列包
包、李宁樱花系列国潮服装的流行，都证明其在
文创开发方面大有可为……这些问题都指向了
樱花产业转型的新方向——创新产品形态，革新
产业模式，更新消费场景，不断拓展一朵花的想
象空间，玩转花样经济新花样。

福建农林大学校长兰思仁建议，借鉴“三
茶”统筹理念，统筹做好樱花产业、樱花科技、樱
花文化。

他认为，应加强科技引领，推进我国樱花种
质资源保护与科学利用，加快培育抗逆性强、花
期相错、花形花色丰富、适应不同应用场景的新
品种；加强产业模式创新，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延
伸樱花产业链，创造更加多元的樱花消费场景，
提高樱花产业附加值；加强文化培育，深入挖掘
提炼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樱花文化内涵，推进樱
花文化与福文化深度融合。

““““““““““““““““““““““““““““““““樱花经济樱花经济樱花经济樱花经济樱花经济樱花经济樱花经济樱花经济樱花经济樱花经济樱花经济樱花经济樱花经济樱花经济樱花经济樱花经济樱花经济樱花经济樱花经济樱花经济樱花经济樱花经济樱花经济樱花经济樱花经济樱花经济樱花经济樱花经济樱花经济樱花经济樱花经济樱花经济””””””””””””””””””””””””””””””””如何常开不谢如何常开不谢如何常开不谢如何常开不谢如何常开不谢如何常开不谢如何常开不谢如何常开不谢如何常开不谢如何常开不谢如何常开不谢如何常开不谢如何常开不谢如何常开不谢如何常开不谢如何常开不谢如何常开不谢如何常开不谢如何常开不谢如何常开不谢如何常开不谢如何常开不谢如何常开不谢如何常开不谢如何常开不谢如何常开不谢如何常开不谢如何常开不谢如何常开不谢如何常开不谢如何常开不谢如何常开不谢？？？？？？？？？？？？？？？？？？？？？？？？？？？？？？？？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辉张辉 通讯员通讯员 黄海黄海 文文//图图

穿透

学思想学思想 强党性强党性 重实践重实践 建新功建新功
——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

樱花小盆栽和鲜切花樱花小盆栽和鲜切花

福州鲤鱼洲樱花园福州鲤鱼洲樱花园

漳平台品樱花茶园漳平台品樱花茶园

大田仙居山樱花园大田仙居山樱花园 福州国家森林公园福清灵石山林场樱花园福州国家森林公园福清灵石山林场樱花园

春节前，省樱花协会、休闲农业协会联合发布樱花网红打
卡点名单。这份春天赏樱地图，收入了全省 16个不同类型的
樱花景点。

提到樱花，很多人首先会想到日本国花。其实，樱花的根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它可能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脉，
而后扩散至北温带其他地区，包括日韩等地。

作为樱花的故乡，中国樱花野生资源丰富。樱花植物约
150个种，其中三分之一在中国有分布记录。但历史上，樱花

在百花斗艳中从未拔得头筹。近年来，文旅经济方兴未艾，这
一古老树种开始进入大众视线。那些散落于山野的野生资源
经过改良之后，逐渐成为赏花经济的浪漫担当。

福建是四大樱花观赏种之一——福建山樱花的原产地。
得益于育种家的精心培育，福建山樱花延伸出了丰富的品种
体系。目前，全省樱花种植面积约 10万亩。相约赏樱花，已成
为与春天最浪漫的约定。

本期《深读》走近这一浪漫树种，以及转型中的樱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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