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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而红河创森公司的收益却高

出好几倍，这个差异正是云南花卉

产业发展待破解的问题之一。

张颢认为，下一步应积极通过

农业保险形式，将花卉纳入保险政

策，并通过相关补贴和优惠政策，

鼓励和引导企业、合作社以及种植

户积极发展花卉栽培新技术。还应

以县域为单位，依托龙头企业建设

一批集技术推广、无土种植、采后

处理、冷链物流、市场营销等为一

体的全产业链的花卉中心，为种植

户提供新技术服务，真正实现花卉

绿色生产。这既能有效提高花卉质

量、产能，还有利于农业面源污染的

治理。

鲜切花独大如何破？
多元发展是趋势

在花卉行业，昆明国际花卉拍

卖交易中心可谓星光熠熠。每天100

多个大类、1000多个品种、200万至

800万支鲜切花，从这里走向全球50

多个国家（地区）和全国80多个大

中城市。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的统计数

据显示，2019年，在花卉综合产值

中，昆明、大理、保山、玉溪和红

河排名前五，这五个地区成为云南

鲜切花的生产核心地区。目前，云

南省年产鲜切花达139.7亿支，占据

70%左右的全国市场，是绝对的鲜切

花第一主力。

“鲜切花毕竟是初级产品，

在目前和今后保供量的情况下，也

应积极打造品类齐全和多元的产业

格局，以增强‘云花’产业整体竞

争力。”云南省花卉产业联合会会

长曹荣根认为，目前，全省有2100

多家涉花企业，但其中大部分为花

卉种植、鲜切花生产企业，涉及精

深加工、商务贸易、文旅融合发展

等方面的企业明显不足。从长远来

看，鲜切花“一花独大”不利于

“云花”产业健康发展。

曹荣根表示，应通过政策和资

金扶持倾斜，积极打造一批精深加

工产业链，进一步提升“云花”产

业附加值。如玫瑰化妆品、藏红花

制药、高端干花摆件生产等花卉衍

生产品，在市场上的发展潜力大，

应积极扶持企业建设生产线，开发

多元化产品。此外，还应积极抓住

云南“健康生活目的地”、最美丽

省份等发展机遇，推动花旅融合，

打造赏花精品线路、鲜花旅游节、

花海景观、鲜花小镇等，让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通过一系列措施，目前云南

鲜切花独大的情况已经得到改善。

2019年，“云花”总产值751.7亿

元，其中，加工产值达160.9亿元，

增长384.6%；第三产业产值197.8亿

元，增长78.3%。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在2020

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开展优势

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全国共批准建

设的5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中，云

南省花卉产业集群建设项目获得中

央批准，得到中央财政奖补资金1

亿元。下一步，云南省财政厅将会

同云南省农业农村厅，结合云南打

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部署，

进一步完善方案，从生产端、加工

营销端、主体端同时发力，着力解

决好产业发展中的瓶颈制约和关键

环节，进一步强化现代要素集聚支

撑，引导推动资本、科技、人才、

土地等要素向产业集群集聚。

育种短板如何补？
积极打造自主品牌

晋宁张良花卉合作社是目前

晋宁区最大的玫瑰生产农民专业合

作社，合作社种植了20多种不同品

种和品牌的玫瑰花，面积达2000多

亩。据该合作社理事长张良介绍，

现种植的品种大多是国外品种，自

有培育品种仅有3个。“我们本土品

种和品牌比较弱，希望自主育种体

系和品牌打造能够更上一层楼。”张

良说。

张良的期望，也是云南许多

花卉产业发展参与者的心声。经过

30年的发展，无论是种植面积、

鲜切花市场比重、种植加工新技术

推广，还是花卉工业原料产量等方

面，云南均占据了全国的半壁江

山。然而，种植环节比重明显过

大、育种体系明显薄弱的短板也不

容忽视。

目前，在云南170多万亩花田里

生长的鲜花，一半以上品种来自国

外和省外。尤其是玫瑰系列产品，

云南种植产品大多来自荷兰，进口

比重达九成左右。云南开发和推广

的自有知识产权花卉品种较少，育

种弱势明显，生产“代工”情况

突出。

云南省农科院副院长王继华

研究员认为，下一步，继续强化花

卉育种体系建设，推进花卉自主知

识产权品种建设，是破除花卉“根

子”痛点，增强产业整体竞争力的

必经之路。应树立“大保护”意

识，参考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

新版本，制定《云南花卉植物新品

种保护条例》，并积极建设花卉品

种权保护“绿色通道”，促进云南

成为全国乃至全球重要的花卉知识

产权交易中心。

同时，要实施“科技云花”

行动，建设一批花卉创新中心，并

与国内外科研院所和大企业广泛合

作，形成一核多点、国际一流、全

国领先的花卉科技创新的开放共享

平台，在野生花卉资源发掘利用、

基因编辑等方面进行突破，打造一

大批自主知识产权花卉品种，进行

积极推广，让云南的花田里开满云

南自主研发的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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