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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C E  H U A

卉拍卖市场和花卉新品种研发中心方

面给予云南补助。2002年，云南省政

府发布了《关于促进花卉产业升级的

意见》，就如何加快云南省的花卉产

业升级、提高花卉产业整体水平和竞

争力，提出了具体意见。

从1999年昆明世博会的召开，到

国家和省级层面出台相关政策，云南

花卉产业发展被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早期成立的花卉企业迅速发展壮大，

更多的创业者也瞄准了花卉产业，段

金辉就是其中一员。2004年，段金

辉在通海县流转了11亩土地，成立云

南云秀花卉有限公司从事玫瑰种植。

因为看好花卉产业未来发展的巨大空

间，段金辉很重视种苗的选育研究，

积极和科研院所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

合作，扩大优质花卉的种植面积。目

前，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金

辉”玫瑰已在全省种植1000多亩，均

价达到普通玫瑰的两倍。

像云秀花卉这样成立于2003年

至2009年间的花卉种植企业，被业

界公认为是“云花”种植的“二代企

业”。和上世纪80年代发端于斗南的

探索者不同，这类企业有着相对充裕

的资本，以现代农业企业集约化的生

产模式，进行单品类规模化的生产，

并通过种苗生产、技术创新的模式带

动周边农户开展花卉生产种植。

进入21世纪：为奥运赛场

“锦上添花”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颁奖仪式

上，和“金镶玉”奖牌一起被世人所

关注的，还有运动员手里的花束——

“红红火火”。花束中的主花材，9支

“中国红”月季就来自云南丽都花卉

发展有限公司，是土生土长的自主品

牌。2年后的上海世博会上，会议所使

用的胸花、捧花、桌花等，也都全部

来自云南。云南锦苑花卉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是会议鲜切花的专项赞助商，

其中应用最多的接待捧花有一个颇具

云南特色的名字——阿诗玛。

“‘阿诗玛’由玫瑰、康乃馨、

非洲菊组成，都是公司研发的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产品。”锦苑花卉总经

理曹荣根提起世博会用花颇为自豪：

“鲜切花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

不掌握核心技术，难以体现优势。”

锦苑花卉1995年就已正式注册，同时

期成立的很多第一代花卉企业如今已

经销声匿迹，但锦苑花卉快速发展，

成长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这源于其在新品种研发方面的大力投

入。曹荣根说：“公司目前每年的研

发投入近500万元。”

随着“云花”在世界舞台的频繁

亮相，云南花卉的影响力逐渐增大。

2013年底至2014年初，云南发生大面

积低温霜冻，因种植设施及技术尚未

升级，导致云南玫瑰大面积减产。据

昆明斗南花拍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往

年均价在每枝0.8元的玫瑰，在当年

最高拍卖价近5元，引发全球玫瑰价格

的暴涨。此后，厄瓜多尔等花卉优质

产区的农场主开始关注并进入云南市

场，云南花卉也真正实现与国际接轨。

迈向未来：高新技术助力

“云花”参与世界竞争

温度26摄氏度、湿度65%、每天

光照强度8万勒克斯。在小米爱必达公

司的温室大棚里，这些指标一年365天

恒定不变。如果花卉“渴了饿了”，

设置在温室各个角度的探测器可以第

一时间了解它的状态，并自动开启潮

汐式灌溉，补充水分和养分。在这样

精细条件下生产出的迷你小玫瑰，每

亩最高年产值可达120万元，最低也在

100万元以上，这也创造了云南高原特

色农产品平均亩产值的记录。

谈及当时选择来云南创立爱必

达的原因，董事长李钦表示，云南的

花卉产业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在产

业规模、基础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实

力。引领云南花卉新一轮的转型升

级，也是所有花卉从业者的梦想。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云南

花卉企业的人员构成也发生着巨大变

化。”李钦介绍，爱必达公司管理团

队都有在欧洲留学或在花卉院所从业

的经历，深知国际花卉产业的“游戏

规则”。例如小玫瑰就是由国外引

进，公司不但按照国际惯例交纳专利

费，还积极保护其知识产权。

2017年，全省花卉种植总面积

达156.2万亩，总产值达503.2亿元。

“云花”发展迅速，但和有着数百

年花卉培育经验的荷兰、丹麦等国相

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在云南省农

科院副院长、花卉研究所所长王继华

看来，要缩小和先进国家的差距，实

现“云花”的跨越发展，需要虚心学

习国外的先进经验，重视科技创新，

并根据云南实际建设特色现代花卉产

业园，让“云花”开放得更为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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