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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全身都是宝

李潇 周千清 孙安琪 菏泽报道

从“富贵”到“富民”

在菏泽市牡丹区南城街道办事处，侯
亚伟的牡丹特产店进入销售旺季，牡丹
瓷、牡丹籽油、牡丹花蕊茶等牡丹衍生产
品，成为紧俏的商品。

“牡丹瓷上的牡丹花，有没有绿牡
丹？”“绿牡丹和黑牡丹都有。”眼下，菏泽
国际牡丹文化旅游节正在举办，选购牡丹
衍生品的人越来越多。午休时间，市民祝
女士推门而入，要购买一批牡丹瓷，作为
纪念品送给前来旅游的客户。

“牡丹是富贵的象征，每逢佳节、旅游
节，很多市民都会购买馈赠好友。牡丹也
是我的富贵之花。”侯亚伟说，自己从事牡
丹产品销售十余年，对牡丹系列产品了如
指掌，特产店里有全系牡丹产品，包括吃、
喝、用、赏，牡丹籽油、牡丹化妆品、牡丹籽
茶、牡丹瓷、牡丹永生花等全部陈列在架。

“我和爱人都从事牡丹产品销售，这朵富
贵花养活着我们一家人。”他说。

在菏泽市还有这样一个村，300多户
人家几乎全部与牡丹结下了不解之缘：家
家卖花忙，户户牡丹商。在经历了老一辈
村民“扛着麻包闯江湖”的艰辛历程后，如
今牡丹产业遍布全国。村里数不清的牡丹
园似一条丝带般萦绕在赵王河畔，向全国
各地输送着优质牡丹，真可谓“花开时节
动九州”。这个村便是牡丹种植销售专业
村——— 牡丹区皇镇王桥村。

在王桥村山东浩森花木有限公司牡
丹产业园内，记者刚入园，映入眼帘的便
是棵连棵、叶连叶、成片连方种植的牡丹
花海，一座座大棚错落有致，点缀其中。

“以往我都是外出打工，后来村里建了牡
丹产业园，我就流转了家里的地，在园区
工作，既能就业，又能顾家，挺好！”王桥村
村民王强告诉记者，他在园区一个月能挣
四五千元。

目前，王桥村共种植牡丹、芍药两万
余亩，其所在的皇镇街道也因此成为菏泽
市最大的大田牡丹和芍药种植基地、多季
牡丹培育基地，多季牡丹保有量占全市
80%以上，也成为菏泽牡丹产业的新地标
和网红打卡地。

政府搭台，民间唱戏。菏泽市牡丹区
皇镇街道依托牡丹种植资源优势，独辟蹊
径，积极创新营销和种植方式，建设了牡
丹万亩种植基地，差异化发展牡丹种苗和
鲜切花特色产品，打造了牡丹产业化、市
场化、规模化、标准化齐头并进的新发展
格局，趟出了一条“互联网+牡丹”的新路
子，将牡丹产业打造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
富的大产业。

为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擦亮城市
“牡丹名片”，皇镇街道立足菏泽牡丹资源
优势，持续探索创新模式，大力发展电商
营销。王桥村的村民们在镇街道办的培育
下，从早期的人力推销到互联网销售、直
播带货，再到如今的“承揽全国各地牡丹
园建设+提供技术支持”，村民们凭借着勤
劳和智慧，把“开着货车送全国”升级到

“坐在家中卖全国”以及“把菏泽牡丹开到
全国”。

说到牡丹产业发展成效，皇镇街道党
工委书记穆静显得有几分兴奋。穆静告诉
记者，如今，王桥村每年的牡丹产业收入
可达近3000万元，人均2万元以上。通过直
播带货，菏泽牡丹走进千家万户，进一步
擦亮了“中国牡丹之都”品牌。

让“颜值”变“产值”

花开花落，花期有限。牡丹花美味香，
但是季节性强、花期短的特性令人深感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如何延长美好，
让牡丹“常开不谢”？

牡丹根入药、籽榨油、蕊制茶、瓣提
露，籽粕做饲料，枝条和叶子做熏香……
菏泽通过将一朵花“吃干榨净”，走出了一
条以药用牡丹、观赏牡丹和油用牡丹为主
的牡丹产业化发展之路，并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循环经济标准。

在位于鲁西新区马岭岗镇的菏泽市
康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展示大厅，以牡丹
为原料的牡丹籽油、牡丹花茶、花蕊茶、牡

丹化妆品等产品让人应接不暇。“车间
内正在赶制一笔来自广州客户的订
单，订购了30万片牡丹面膜。还有一笔
订单是来自上海的一家大型日化集
团，订购了30吨牡丹籽油。”据该公司
总经理王连岗介绍，公司共开发了牡
丹籽油、牡丹花蕊茶、牡丹化妆品等三
大系列40多个牡丹产品，先后出口德
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出口销售额达
2000多万元人民币。

同样，以生产牡丹洗化美妆用品
为主的菏泽市中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拥有3000平方米十万级GMP药用
无尘净化车间，当全自动面膜生产线
满负荷开启时，日产能可达10万片牡
丹面膜。

当牡丹花香与西式咖啡碰撞，一
种含香微苦、入喉回甘的感觉令人回
味无穷。近日，在鲁西新区的天宝牡丹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6万多条
牡丹咖啡陆续出产，准备发往北京。据
介绍，牡丹籽油中含有丰富的α-亚麻
酸(属ω-3系列)，是一种多元不饱和脂
肪酸，对人体有很多好处。该公司于
2019年开始研发牡丹咖啡，在突破咖
啡制作工艺难度的同时，创新性将α-
亚麻酸融入咖啡，已成为咖啡市场“新
宠”。

不仅如此，以生产食品为主的蓝
天蓝食品有限公司，曾参加“好客山东

好品山东”2023北京推介活动，其展
示的牡丹产品得到其他展商及外国友
人一致称赞。该公司主要生产牡丹花
茶、牡丹蜜饯、牡丹营养食品、牡丹提
取液等四大类型100余种产品，畅销国
内20多个省区。目前，牡丹鲜花蜜饯产
品已与国内外100多家大型餐饮企业
进行业务合作，牡丹提取液已与国内
知名化妆品品牌成立了战略联盟。

在科技助力下，“一朵花”的跨界
之旅令人啧啧称奇。目前，菏泽市牡丹
加工企业已发展到14家，生产规模、产
品档次一直引领国内同行业发展。

化“赏花”为“文化”

牡丹搭台、文化唱戏。“赏花热”
下，以牡丹为元素的文创精品，更是展
现了菏泽的文化底蕴和魅力。

“这一朵朵开在白瓷盘上的牡丹
花，能定格牡丹的雍容华贵。”在自己
的牡丹瓷研制作坊，刘慧丽小心翼翼
地将牡丹花叶一一摆开，准备烤制，细
致的纹路、逼真的形态，仿佛刚从牡丹
园里采摘的鲜花。“2005年我开创菏泽
第一家牡丹瓷研制作坊，为了使艺术
价值和人生价值进一步升华，2022年
成立了菏泽国之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力图将菏泽牡丹文化与陶瓷文化
融为一体，将菏泽牡丹瓷推广至全球，
不负‘菏泽牡丹甲天下’的家乡盛誉。”
刘慧丽说。

“我手里正在钩织的是参加今年
牡丹节展览的作品，这朵牡丹花仅是
整个作品的一部分，全貌的话还不能
透露，得等展览会揭幕时才能展示。”
牡丹节开幕前，在马岭岗镇穆李村的
鲁西南古法钩织工坊店内，现年68岁
的张惠灵和十余名农家妇女一边钩
织，一边聊天，针线在上下翻飞、左右
腾移间，已有零散丝线化为朵朵精美
牡丹花。

据了解，钩织是民间一种传统手
工技艺，又称钩花，属于手绣技艺中的
一类。作为一种特色民间手工艺，经过
老一辈民间手艺人的不断摸索和发
展，如今不仅局限于实用，更具有艺术
文化价值。

张惠灵作为鲁西南古法钩织工坊
店的创始人，自幼接触学习手工钩织，
几经探索创新，不断融入牡丹新元素，
目前已创作十多个造型的牡丹作品，
并成立了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带动当
地近五千群众灵活创收，作品以网络
销售形式输送到国内外，让牡丹“香飘
世界”。

走进马岭岗镇穆李村面塑传承人
陈素景家，一株株色彩艳丽、花朵绚烂
的牡丹花映入眼帘。“这些牡丹面塑作

品不仅可观赏，而且可食用。”此话一出，
众人惊叹不已。陈素景说，为迎接第33届
菏泽国际牡丹文化旅游节，她翻阅了大量
关于牡丹的书籍，选用了优质小麦面粉、
天然色素以及可食用胶水等食材，经过精
心调配，又将面塑工艺与烹饪技巧相结
合，最终研究出了这件集观赏与食用于一
体的“面塑牡丹”。同时，她还采用特殊的
保湿技术，可以让“面塑牡丹”在长时间的
展览中长久保持原有的色泽。

在菏泽市巨野县洪庙村农民书画基
地一处画室里，画师王善花手上拿着两支
画笔交替使用，起稿、勾线、上色……一笔
一画、一丝不苟。不多久，一朵风姿绰约的
牡丹花跃然纸上。“画一幅能挣四五百块
钱，一个星期差不多能画一幅，还不耽误
家里的活。靠着画牡丹，这几年俺家里的
生活好多了。”身有残疾的王善花说，自己
从2014年开始师从本土画师学习绘画，一
直坚持到现在。

“牡丹画是巨野工笔画的当家品种，
画师们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基础上，糅合现
代工艺手段精工细作，作品独具特色。”巨
野县书画院院长程军伟说。画中的牡丹枝
繁叶茂、色彩饱满、惟妙惟肖；花叶层次分
明、错落有致，花头或含苞待放、或摇曳生
姿；枝干、嫩芽、花苞等交相呼应，突显了
牡丹的雍容华贵。

描绘牡丹神韵的巨野工笔牡丹画，
已成为山东地域文化的一张名片。来自
这里的牡丹画作，如《花开盛世》《锦绣
春光》《冠艳群芳》《国宝献瑞》《盛世中
华》等，先后亮相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东盟博览会
等重大活动，以及人民大会堂山东厅等
重要场所。

牡丹堆绣、根雕、蛋雕、刻瓷……如
今，在菏泽，以牡丹为元素的文创产品层
出不穷，遍地开花。

目前，菏泽牡丹产业实现了由观赏拓
展至食用、药用、保健等多个领域，从入
食、入茶、入酒的牡丹食品，到牡丹特色保
健品、化妆品，再到牡丹瓷、牡丹画、牡丹
真花等文创艺术品，贯穿农业、工业、服务
业各个产业领域，牡丹香、牡丹丝绸、牡丹
剪纸等牡丹文创产品“百花齐放”。

一朵花，从云集游客到华丽转身为文
化之花、艺术之花、产业之花，在菏泽尽情

“绽放”，以“占断城中好物华”深受众人青
睐，尽显国色天香。

李潇 周千清 孙安琪 菏泽报道

在菏泽，到处都能巧遇爱花惜
花的民间“秋翁”，当地懂牡丹的人
多，能如数家珍地介绍牡丹的起源、
习性、种植历史和价值的人也不在
少数。2011年，牡丹传说被列为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涵盖与牡
丹相关的民间传说故事。其中包括
了人物传说、地名传说、品种传说和
风俗传说等，保护单位定在菏泽市
牡丹区文化馆。

相对而言，菏泽市牡丹产业发展
中心的专家更在意牡丹的开发价值，
中心负责人陶福占说，牡丹可不仅仅
是好看，而是有实实在在的价值。人们
最早对牡丹的认识，正是其药用价值。
1972年，在甘肃省武威市柏树乡发现
的东汉早期医简中，已有用牡丹治疗

“血瘀病”的处方。医学经典《神农本草
经》称：“牡丹味苦辛寒……一名鹿韭，
一名鼠姑。生山谷。”

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是这样解
释牡丹的：“虽结子而根上生苗，故谓
之牡丹。”李时珍还对牡丹及其别名作
了相应的阐释：“唐人谓之木芍药，以
其花似芍药，而宿干似木也。群花品
中，以牡丹第一，芍药第二，故世谓牡
丹为花王，芍药为花相。”

宋代郑樵《通志》记载：“古今言
木芍药，是牡丹。”其中的安期生《服
炼法》云：“芍药有二种，有金芍药，
有木芍药。金者，色白多脂；木者，色
紫多脉，此则验其根也。然牡丹亦有
木芍药之名，其花可爱如芍药，宿枝
如木，故得木芍药之名。”

今天，菏泽牡丹同样拥有极为
特殊的地位。北京景山公园、圆明
园、奥林匹克公园等地都种植了来
自菏泽的牡丹。2017年5月“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2400余
盆菏泽牡丹绽放天安门广场；2019年
4月“国色天香-紫禁城里赏牡丹”菏
泽牡丹主题展在故宫举行，1 . 5万盆
牡丹、2 . 6万枝鲜切花及牡丹衍生品、
牡丹文创产品与海内外游客见面；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菏泽反季节
催花牡丹亮相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
心。

牡丹的根加工可制成名贵中药“丹
皮”，有散瘀血、清血、和血、止痛等作用。
菏泽丹皮称为“曹丹”，皮厚、粉足、质量
好，是全国四大丹皮产区之一。

■根入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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籽榨油■

牡丹籽油又称牡丹油，是由牡丹籽
提取的木本坚果植物，是植物油中的珍
品。牡丹籽油不饱和脂肪酸达到92%，其
中油酸24%，亚油酸27%，α-亚麻酸42%，
真正达到了1：1：1 . 5的黄金比例。

牡丹花蕊是牡丹最精华部分，由牡丹
花珍贵雄蕊制成的牡丹花蕊茶，不仅口感
香郁，而且营养丰富。每亩牡丹仅能收获
约500克花蕊，所以产量稀少，粒粒含辛、
寸寸如金，素有“茶中新贵”的美誉。

■蕊制茶

瓣提露■

牡丹花瓣中含有丰富的萜烯及烃类
化合物、花青素、黄酮类化合物、活性多糖
等重要物质，尤其牡丹花含有的原花色素
是抗氧化活性较强的物质之一。从牡丹鲜
花瓣中提取的牡丹鲜花内水溶性物质，被
称作牡丹花水，广泛应用于护肤产品中，
相较于其他鲜花类萃取纯露而言，牡丹花
水的保湿力和营养成分都要更出色。

由于富含花青素、单宁酸、维他命B
和C等成分，使得牡丹花叶在抗炎抗菌、
镇静安神和增强免疫等方面有着突出
的成效。

■枝条和叶子做熏香

如今，在被誉为
“中国牡丹之都”的山
东菏泽，围绕国色天香
的牡丹花，人们书写的

“作品”不再限于纸上。
近年来，菏泽充分利用
种植规模、种质资源、
种养业态等独特优势，
实现立体综合开发。走
进菏泽，你会发现，这
里的“花样故事”引人
入胜，“花样经济”异军
突起，“花样生活”无比
美好。

目前，菏泽市的牡
丹籽油、牡丹精油、牡
丹香水、牡丹花茶、牡
丹化妆品等深加工产
品达到十一大类、260
余个，牡丹特色产业入
选山东省“十强”产业

“雁阵形”集群，年总产
值达到102亿元。菏泽
走出了一条以药用牡
丹、观赏牡丹和油用牡
丹为主的牡丹产业化
发展之路，实现了菏泽
牡丹的“链”上生长、一
路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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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牡丹丹瓷瓷制制作作工工艺艺复复杂杂。。

牡牡丹丹咖咖啡啡令令人人回回味味无无穷穷。。

牡牡丹丹文文创创产产品品层层出出不不穷穷。。

牡牡丹丹籽籽油油富富含含营营养养。。

巨巨野野工工笔笔牡牡丹丹画画已已成成为为地地域域文文化化名名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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