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经浮沉再崛起

在漳平市永福镇西山村秀峰茶花场，有一株树龄超过
40年的“花王”——“七彩祥云”。顾名思义，一株树上能同时
开出多种颜色各异的花朵，纯红、纯白、纯粉、红带白、白带
粉……不一而足。这样的品种，是山茶花中的珍品。

38岁的茶花园主张陈环，从小与“花王”相伴。他的家乡
漳平市永福镇是“中国杜鹃花之乡”，全国近八成杜鹃花产
自这里。但当地栽培山茶花的历史，要比杜鹃花久得多。

山茶花，山茶科山茶属中观花植物的统称，与饮料作物
茶树、油料作物油茶是近亲。在中国，山茶花分为华东茶、云
南茶、茶梅、金花茶等类群。福建山茶资源丰富，自古珍品名
品辈出。

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段誉在曼陀山庄与王夫人
交谈时，提到一种叫作“十八学士”的山茶花极品——一株树
上开 18朵花，朵朵颜色不同、形态各异。殊不知，“十八学士”
是真实存在的。我省德化县特产“十八学士”山茶花，虽不像
文学作品中描述得那么不可思议，但也千姿百态，绚烂多变。
永福出产的“三学士”“龙船载宝”“逸香茶花”等特有品种，同
样是世代流传的花中奇葩。

福建山茶花产业，发端于永福。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耕地稀缺、敢闯敢拼的永

福人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另辟蹊径，利用丰富的山茶花品
种资源，批量培育扦插苗，背着商品苗全国各地闯市场。张
陈环的父亲张寿丰是最早的花农之一。那株被视若珍宝的

“七彩祥云”，便是当时栽植的母树。
在花卉品类有限的年代，山茶花很快让永福花农赚到

了第一桶金。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是永福山茶花产业最红火
的时候，来自浙江金华等地的花商排队求购，常常一苗难
求。“最狂热的时候，按芽论价，一个芽就能卖两三块钱。”张
寿丰还记得，那时候几乎家家户户利用房前屋后一亩三分
地种山茶花。有的经销商包下整列货运火车，通过鹰厦线漳
平站，将山茶花苗运往四川成都。当时，全国山茶花产量，永
福占据 70%以上。

这股山茶花热并没有持续太久。1985 年以后，随着市场
饱和退热，全国山茶花价格跌入谷底，永福山茶花陷入滞
销。花农不得不忍痛砍掉山茶花树当柴火烧。心有不忍的张
寿丰则将自家母树移植到邻县南靖县和溪镇的荒山上，将
其作为保种基地。

但几年间积累的经验，依然为当地留下了花卉苗木产
业的火种。20 世纪 90 年代初，张寿丰等花农试水引种比利
时杜鹃，并破解了花期调控、长途运输等难题，由此开启了

“中国杜鹃花之乡”的成长之路。进入 21世纪，花卉消费市场
快速发展，沉寂多年的山茶花重新进入公众视野，永福花农
也开始复种这一传统花卉。

从看天吃饭的露地种植，到更加高效的温室大棚栽培；
从就地取材使用全黄土，到开发专业轻质营养土；从生产低
附加值的地栽工程用苗，到进入广阔的家庭盆栽领域；从背
着花篓找市场，到营销队伍遍布全国主要城市花卉市场，再
到拥抱电子商务……过去的 20 多年间，以永福为代表的福
建山茶花产业重振旗鼓，逐渐走向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

最初仅仅作为保种基地的南靖县和溪镇，也在永福张寿
丰的带动下，成为山茶花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其主要模式
是：和溪花农负责山茶花育苗，培植地栽小苗，而后由永福花
农批量收购，上盆后在温室大棚里集约化培育，等到花蕾长
成，便通过四通八达的流通网络，销售往全国各地市场。

“目前全省山茶花种植面积约3万亩，年产精品盆栽山茶
花600多万盆、小苗2000多万株、绿化大苗30多万株，年产值
超过 4亿元。”福建省花卉协会山茶花分会会长、省农科院作

物研究所研究员吴建设说，主产区永福镇
山茶花盆栽商品苗产量占全国市场超七

成份额。近年来，永福花卉还走出国
门，出口至东南亚以及欧洲国家。

育种创新抢市场

如果说“七彩祥云”
是张陈环家的传

家宝，刚刚收
入囊中的

“仙种五宝”芽变品种，则是福州人崔定卜的秘密法宝。
2010 年，苗木市场大热。从事绿化景观行业多年的崔定

卜，在老家闽侯县大湖乡雪峰村流转了 200 亩山地，利用林
下空间种植山茶花。10 多年间，他做得最多的一件事，便是
广纳品种。福建永福、浙江金华等山茶花主产区，是其主要
引种地。如今，其经营的十八学士生态综合农场拥有 600 多
个山茶花品种。

新近引进的“仙种五宝”芽变品种被寄予厚望。“仙种五
宝”因花色花型多变闻名遐迩。这个芽变品种更加令人称
奇，每朵花都会出现不同的花色、花形、花纹。为求取心头
好，崔定卜跟广东潮州花农磨了整整 3 年，花高价才获得 11
株小苗。尽管尚未量产，但他对市场前景信心十足，“山茶花
常有，好品种不常有，得品种者得市场”。

与一苗难求的年代不同，当下山茶花市场，品种是最核
心的竞争力。市场竞争，某种程度上是品种之争。

“山茶花产业两条腿走路。”张陈环说，一条是大宗苗市
场，主打市场成熟度高、能够实现大规模集约化生产的传统
品种。这样的品种价格亲民，多用于大众消费，其次是工程
苗。在永福镇，本土品种“赤丹”和从新西兰引进的品种“烈
香”，便是两大当家花旦。另一条是品种苗市场，主打新奇特
品种。这样的品种产能有限，奇货可居，主要面向山茶花专
类园、科研院所以及山茶花玩家。

山茶花新品种有两个来源：自然变异和人工选育。芽变
等自然变异，就像开盲盒一般，可产生花形花色等万般变
化。“十八学士”“七彩祥云”等传统名品，就是大自然的礼
物。但这样的意外之喜可遇不可求。因此，人们开始利用人

工诱变、有性杂交、分子育种等手段，定向选育市场所需要
的新品种。

中国虽是山茶花的原产地，但育种研究起步较晚。美
国、英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则较早就涉足山茶花育种，
利用我国丰富的山茶资源选育出了大量优秀品种。因此，
在 很 长 一 段 时 间 里 ，我 国 山 茶 花 从 业 者 奉 行“ 拿 来 主
义”——谁率先拿到好品种，谁抢到了独家资源，就能独领
风骚好几年。

但张陈环慢慢发现，引进路线行不通了。一个最直观的
表现是：品种流行周期越来越短。

“过去，引进一个好品种，至少能火三五年；现在，不出
两年就被淘汰。”张陈环说，在信息不对称的年代，靠品种引
进很容易形成独家优势。而今信息高度发达，你能引进，我
也能引进，“再好的品种也很快就被做烂”。

从业者的共识是：独家优势不能依赖引进，要靠自主
创新。

事 实 上 ，先 行 者 们 早 已 有 所 实 践 。中 国 花 卉 协 会 茶
花 分 会 常 务 理 事 、省 花 卉 协 会 山 茶 花 分 会 副 会 长 林 圣
虎 ，是 山 茶 花 资 深 玩 家 。早 在 20 世 纪 90 年 代 ，他 便 开 始
从 国 内 外 广 泛 收 集 种 质 资 源 。目 前 ，他 在 福 州 的 山 茶 花
种质资源圃，拥有 1000 多份资源，数量之多在全国少见。
利 用 这 些 遗 传 资 源 ，林 圣 虎 先 后 选 育 出 了 40 多 个 新 品
种。只不过，他只玩花不卖花。这些育种成果依然养在深
闺，未进入市场。

但行业内不乏成功的商业化案例。广东企业选育出的
四季山茶花系列品种，让山茶花四季常开成为可能，为山

茶花市场打开了一条全新的赛道，这也给了张陈环更大创
新动力。2010 年，他在外闯荡多年后，返乡接过父亲的接力
棒后，不久便组建育种研发团队，开始山茶花育种实践。如
今，张陈环所在的福建省龙岩市秀峰茶花有限公司，已杂
交选育出几十个山茶花新品种，其中“秀峰一号”“火芙蓉”
等 6 个山茶花新品种，已获得国家林业与草原局植物新品
种权证书。

吴建设所在的省农科院花卉团队的育种目标则更加具
体化——选育香型品种。目前，在山茶花大家族中，带有香
味的品种属于稀缺品。他的团队正广泛收集相关资源，开展
山茶花香气成分分析和香型品种选育，以选育出既好看又
好闻的新品种。

事实上，香型品种仅仅是山茶花育种的一个方向。在
吴建设研究员看来，山茶花新品种选育应当聚焦花色、花
形、花期、香味、株形、叶形、抗逆性等几大方向，以满足市
场多元需求。以花期育种为例，在福建，山茶花花期理论
上可从 10 月份持续至次年 4 月份，但大多数是春节前后
开放的中花品种，主攻年宵花市场，早花和迟花品种依然
稀缺。

拓宽盈利新渠道

“这盆是‘志愿者’，四周大花瓣，中间小花瓣，标准的托
桂形花形，拍下后截图抠 1，留下手机后 4 位，我给你挂牌标
注，一物一拍，所见即所得。”

“这盆是‘超级墨川’，是传统品种‘赤丹’芽变出的新品
种，完全重瓣，花色呈深黑红色，花朵最大可以开到十几厘
米，花瓣蜡质绒光。”

22 日晚上 9 点，“福建源友花木”抖音号准时开启直播。
主播将直播间搬到了苗圃，不断与花友互动，一边普及山茶
花品种与养护常识，一边为他们挑选“梦中情花”。

这样的场景，几乎在永福每个山茶花苗圃上演。“产地
直播”“一物一拍”等网销模式，已成为当地花农必备技能。
来自省花卉协会山茶花分会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省茶
花专职网络销售人员 1000多人，与之配套的物流、包装等从
业人员近 1500人。

渠道变迁的背后，是年轻人正成为消费主力，家庭消费
占比正逐年提高。如何拥抱新的消费群体，适应新的消费趋
势？需要变革的不仅仅是品种、渠道，还有产品形态。

“要创新开展山茶花栽培技术改进，促进山茶花向株形
矮化、轻介质化、无土化、精品化、盆景化等方向发展。”省花
卉协会秘书长彭盛易说，必须以用户思维做产品，打破传统
花卉与年轻消费者之间的壁垒，不断适应家庭消费需求，推
动山茶花真正进入千家万户。

事实上，行业内已有广泛实践。
近看永福杜鹃花产业。从业者利用杜鹃花枝条可塑

性，通过悬崖式、游龙式、蘑菇形、云片形等艺术造型提升
产品附加值，大中小规格一应俱全。目前，造型杜鹃已占据
当地杜鹃花市场的半壁江山。去年，永福杜鹃花销售额超
20 亿元。

远看漳州三角梅产业。作为全国最大的三角梅产销基
地，漳州市三角梅种植规模约 4万亩。一直以来，三角梅广泛
应用于市政园林绿化与展会布置。近年来，由于传统的三角
梅市场萎缩，当地花农转攻家庭园艺市场，通过修剪、提根、
造景等技术处理，让一株株三角梅变身创意盆景，实现价值
倍增。

张陈环同样在探寻更多“花田新事”。
“山茶花不仅观赏价值高，还有广泛的用途，在食品加

工、日化产品开发、生物医药研发等领域，都有着诱人的应
用前景。”他希望能够通过精深加工，提高山茶花附加值。目
前，福建省龙岩市秀峰茶花有限公司已开发出一款山茶花
精油皂产品，市场反响不俗。

标准化产品缺失，也制约着山茶花产业健康发展。
去年6月，“两岸山茶花生产技术标准共通试点”项目成为

我省第二批两岸标准共通试点项目之一。该项目旨在通过闽台
合作，共同解决山茶花栽培技术难题，提升
山茶花产业种植、销售、流通等环节的规
范化和标准化水平。据悉，目前试点工
作已形成了技术标准的总体思路，
构建了标准体系的总体框架，未
来将围绕山茶花采穗圃营建、
圃地培育、高接换冠、杂交
育种、产品质量等级划
分及产品质量检测
等方面，形成两岸
互通公用的技
术规程。

近日，2024年闽台（漳平）茶花展在漳平市永福镇举办，海峡两岸企业共展出山茶花品种 500多个。
山茶花花型千姿百态、花色艳丽缤纷、花容高贵典雅，是备受推崇的世界“名媛”。法国作家小仲马名作《茶花女》中，悲剧女主角玛格丽特在山

茶花开的季节，25天戴白花、5天戴红花，可见其当时在欧洲的魅力。
其实，山茶花的故乡在中国。作为中国传统十大名花之一，其栽培历史可追溯至隋唐时期。18 世纪，经英国人引种，山茶花迅速爆红欧洲乃至

世界花坛。来自中国的野生原种，在外国育种家手中，延伸出姹紫嫣红的园艺新品种，引领产业潮流。
福建是山茶花重要主产区，其中漳平市永福镇出产的盆栽商品苗，占据全国超 70%市场份额。近年来，福建山茶花从业者从依赖品种引进转向

自主选育，持续创新产品形态，拓展产业链条，为这朵传统花卉注入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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