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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邵明红 付来涛

高价“引种”
“卡脖子”难题限制发展

作为八届济南市花卉博览会的举办地，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商河县花卉设施面积已
经发展到155万平方米，建成20万平方米平温
泉花卉创新孵化基地、30万平方米海峡两岸花
卉创新园、20万平方米温泉花卉谷……园区企
业接近30家，花卉品种也由原来几十个发展到
目前300多个。“一朵花”撬动二十亿元大产业。

可喜的成绩下，商河县保持着理性的清
醒：品种是花卉行业的“芯片”，掌握品种，才能
在整个产业链中把握主导权。“我国花卉产业
需求的优良品种，严重依赖国外引进，因此会
有很多的受限因素，制约了企业和整体产业
的发展。”商河县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服务中心
负责人介绍，国外花卉育种起步较早，拥有较
为成熟的种子库，具有良好的育种系统和品
种培育的技术，我们需要较高的成本才能购
买到品种授权或者直接购买种苗。而在种苗
的继代繁殖环节，由于受限于环境、设备、人
才、技术等方面因素，生产过程存在诸多风险。

作为最早入驻该园区的企业之一，乡村
绿洲(山东)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乡村绿洲”)在这里拥有着江北最大的红掌温
泉养殖基地。该基地的红掌主要是国内销售，
走批发市场，并在全国各大城市都设批发点。
即便达到如此规模，说起育种的“卡脖子”难
题，该企业相关负责人依然充满辛酸。她说，前
几年虽然企业后期养殖上已经非常成熟，但
是利润较高的前期组培技术并不成熟，需要
高价引入国外的种苗。之后，乡村绿洲养殖12
个月，其间需要负担人工、电费等成本。随后，
按照特级、A级、B级、C级向外分销。市场行情
最好的时候，特级花能卖40多元，A级花能卖
30多元，B级花20元左右。而在一棵红掌身上，
“引种”费用占了三分之一，乡村绿洲仅能赚三
四元，只占最终售价的十分之一左右。

自主育种
科企合作推进产业升级

深刻体会到这种被“卡脖子”的尴尬后，多
家花卉龙头企业逐步开始通过与山东省农科
院、山东农业大学、中国热带研究所等科研院
校合作，开展种苗组培和新品种研发，成立了
院士工作站，引进高端人才，陆续研发培育红
掌新品种22个。如今，在商河县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已经汇集了乡村绿洲、山东汇海、济南大
益等多家种苗研发生产企业，种苗组培、孵化
和生产面积达到20万平方米。

以山东汇海为例，该企业在全国有三处
基地，商河县的基地有8万平方米，是其中规模
最大的，可生产四百多个兰花品种。该企业每
年能组培繁育4000多万株蝴蝶兰种苗。加上乡
村绿洲这边的1000多万株，仅这两家企业一年
就能组培繁育6000多万株蝴蝶兰种苗。该企业
负责人介绍，前几年蝴蝶兰市场不是很景气，
全国每年可组种苗1 .2亿株左右。这两年市场
复苏，差不多全国一年能组培繁育1.6亿株。这
就意味着这两家企业的蝴蝶兰种苗组培生产
规模在全国占有很高的比例。而且，种苗组培
一般都是订单化生产，山东汇海的蝴蝶兰种
苗订单已经排到了2025年。

产业高质量发展，既要企业主体发挥主
观能动性，也要政府整合各类资源赋能产业。
商河县坚持“干好政府该干的事”，一方面切实
提供好的基本公共服务，做好规划政策支持、
公共设施建设、产业底座支撑等方面的落地；
另一方面搭建主体、构建平台、疏通渠道，着力
把企业愿景和各类要素有效嫁接，实现多元
主体的分工协作和共生发展。比如，近两年，该
县聚焦科创赋能，助力产业提档升级。通过建
强科研平台，打造国家花卉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盆花创新中心、鲁台花卉科技创新实验基
地，联合组建济南市花卉产业研究院，制定济
南市农业地方标准技术规程8项，实现产业新
成果、新技术就近就地转化应用。该县还强化
种质培育，建立花卉种质资源库，系统开展种
质资源引进、驯化、繁育等工作，收集保护花卉
110余种。目前，全县拥有品种自主知识产权企
业4家、涉及品种58个，种苗组培、孵化面积达
到20万平方米。

从商河花卉科创路径可以看出，科研院
所具有学科优势，强化科企协作，可以重点突
破花卉育种原创性成果、突破性基因不足等
瓶颈。而科研院所以发掘突破性新种源为己
任，联合企业和市场，可大幅提高育种效率，实
现育种成果的快速转化，加快建设商业化育
种体系。也正因此，商河花卉在逐步破解花卉
育种的“卡脖子”瓶颈。

利好消息也不断传来，2022年国家林草
局、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花卉业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提出力争到
2025年，花卉种业创新体系基本建立，花卉年
销售额达到3000亿元，这无疑给山东本土企业
带来了新机遇。

搭建载体
建成全产业链综合体

花卉育种未来可期，而在市场终端销售
环节，商河花卉产业也正多措并举力推“曲线”
上扬。

今年3月，随着济南鲁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4100余枝蝴蝶兰鲜切花在黄岛港成功离港
发往日本，标志着济南市首单鲜切花走出国

门，打破了商河县长期以来花卉出口的瓶颈，
填补了全市花卉业务出口的空白。这无疑为
本地花卉销售找到了一个新的出路。

此外，面对着100万平方米的花卉温室基
本租赁完毕，商河县也在为本地花卉产业升
级扩规模找出路。作为济南市重点项目，位于
商河县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济南温泉花卉谷
项目占地700亩，项目规划布局为“一院一港两
基地”，其中“一院”为济南花卉产业研究院，建
设花卉品种种质库，收集并长期保存蝴蝶兰、
红掌、绣球等名优花卉品种，筛选研发新品系，
推广应用新品种；“一港”为9万平方米的温泉
鲜花港商业街区和2万平方米的花博会展中
心，致力打造全省首个花卉新零售产商综合
体；“两基地”为20万平方米红掌花卉研发生产
基地和6万平方米兰花种苗生产基地。项目现
已投产，是商河县贯通打造集研发、组培、生
产、销售、配送、展示和服务于一体的花卉全产
业链融合发展综合体。项目全部建成后，可年
产名优花卉种苗4000万株、名优成品花卉900
万株，带动会展旅游、住宿餐饮、商贸零售等服
务业收入2亿元，带动就业1000余人。

依托花卉产业，商河县不断释放发展红
利，推动产业助农增收：完善联动发展机制，实
施“龙头企业+园区+合作社+农户”“企业+园
区”等产业化经营发展模式，促使企业与农户
形成紧密的利益联合体，推行种苗、用肥、技
术、收购“四统一”服务，带动千余农户年均增
收2 .6万元；放大品牌溢出效应，做强“温泉花
卉”区域公用品牌，鼓励引导花卉龙头企业参
加园艺博览会、争创名牌产品，揽获世博会、世
园会、全国花博会特等奖、金奖等重大奖项70
多个，获批创建“温泉花乡”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省级示范区；推行产业融合发展，做好“花卉+”
延展文章，包含济南温泉花卉谷在内，商河正
在或即将建设济南鲜花港等6个产业融合项
目，打造“产、展、销、游、娱、购”一体化全产业
链运营生态，搭建起省会经济圈、黄河流域花
卉产业交流合作和产销对接平台。

还有已经连续八年举办的省市花博会、
农博会，今年将由企业主办、市场运作，进一步
激发产业和市场活力，这些都将成为商河花
卉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通讯员 于共雷

7月30日，济南市交通工程质量
安全监管三年提升行动现场观摩会
在商河召开。参加会议的来商人员有
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袁玲，公路处、城市道路处、交通
工程质安中心主要负责同志，各区县
交通项目质量安全工作相关负责同
志。商河县委常
委、副县长路来勇
参加活动。

会前，与会人
员实地观摩了西
城区路网建设项
目、交通党员教育
培训中心、济商大
道二期现场（济商
大道与商德大道
交叉口）和山东泉
建公司工地实验
室，了解听取了商
河县在市政道路
建设、农村公路建
设和建立实验室
抓工程质量建设
等方面开展的工
作。

会上，市质安
中心主任胡振虎
传达了省厅交通
建设工程质量安
全监管三年提升
行动现场观摩会
会议精神；市质安
中心副主任陶海
峰通报了各区县
交通工程质量安
全监管三年提升
行动工作开展情
况；历下区、莱芜
区、商河县交通运
输局作典型发言；
各区县展开座谈
交流。

会议指出，三
年提升行动开展以来，各区县高度重
视，配齐配强质量安全监督力量，全
面履职尽责，市县两级交通建设工程
质量安全监管体系逐步完善，交通质
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对照省
厅相关要求，还存在不少问题。当前，

“三年提升行动”正值出经验、出成
果、出亮点的关键阶段，各区县要以
此次会议为契机，把重点放在“深化”
二字上，打造一支经验丰富、责任心
强的交通工程质量安全监管队伍，为
创建山东省交通工程质量安全监管
全国标杆贡献济南交通力量。

一是在拓宽工作格局上抓深化。
树立“一盘棋”思想，把工程质量安全
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示范带动区县加
快完善组织领导机制，构建起市区两
级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的责任体
系，进一步加强市区两级配合协作，
形成工作合力。二是在优化流程上抓
深化。按照“三年提升行动”方案，进
一步厘清监管流程，全市形成上下联
动的工作机制和合力，确保全市交通
建设工程质量稳定可控。三是在协同
推进上抓深化。积极对接省厅监管平
台，引导区县将在管项目纳入监管系
统，实现省市县三级质监机构信息共
建共享。针对部分县区质监力量和专
业技术不平衡现状，在巩固现有教育
培训模式下，扩充座谈会、培训会、观
摩会等方式，均衡提高济南全市质量
安全管理水平。

破解育种“卡脖子”瓶颈，实现全产业链融合发展

商河花卉产业不断培育“新动能”
前几年，多肉植物风靡一时；近几年，盆

栽绿植风头正劲，蝴蝶兰、郁金香成为年宵
花的新宠……花卉品种层出不穷，花卉价格
时高时低，种植企业想一直赚钱，要么掌握
新品种、新栽培技术，要么占据更大的市场，
才能保持稳定的利润。

在各产业争相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当下，“微笑曲线”的轨迹并没有因为在一盆
花上而轻描淡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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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种苗研发生产企业实现了自主育苗。

商河做大做强“温泉花卉”区域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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