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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经济”春潮涌动，正是

出游踏青好时节。

2

月

26

日，重

庆美心集团称，“

2025

美心红酒

小镇景区索道环线春游季”将

在本周五启动， 活动将推出

20

个特色春游景点、

10

多类风格

各异的春游民宿和

5

条“春游”

线路。

活动主办方称，此次活动以

“坐着索道环游春天” 为主题，

将从

2

月

28

日起持续到

5

月

5

日。 活动期间，将接连举办一揽

子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上春

山·登天梯”徒步体验、“一亩三

分地写生季”艺术采风、公路音

乐会畅享音乐盛宴、“清明去野

节”亲近自然活动等，为游客提

供更加多元化、 沉浸式的休闲

娱乐体验。

另外， 活动还将推出

5

大

“游园” 和

5

路主题春游线路，

涉及乐园、田园、果园、公园、花

园，届时游客可跟随路线指引，

乘坐索道感受风景变换的春意

和春光。

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

景区一大旅游特色， 全线近

10

公里的索道环线由多条线路串

联成环， 连接起景区及周边乡

村多处景点， 不仅是一条空中

踏青观光环线，还是一条“乡村

振兴经济带”，辐射带动沿线乡

村参与文旅产业发展， 带动村

民增收致富。 截至目前，景区索

道环线累计接待游客超

500

万

人次。 夏元

/

摄

“花经济”升温

“开往春天的索道”邀您打卡

甘肃临夏：

“鲜花经济”一路繁花

近年来，临夏县以花为约、以花为媒，大力发

展“鲜花经济”，绘就出一幅绚丽多彩的“鲜花经

济”画卷，花卉产业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幸福产业。

近日，记者来到临夏百益（中荷）国际鲜花港，走进

玫瑰种植温室，阵阵花香扑鼻而来，放眼望去，颜

色各异的玫瑰俏丽绽放枝头、恣意生长，爱莎、粉

红雪山、曼塔等多个品种的玫瑰竞相绽放，红的似

火、粉的如霞、白的像雪，让人眼花缭乱，在绿叶的

衬托下显得更加妩媚动人。

面对近期市场激增的鲜花需求， 鲜花港的工

作人员忙碌而有序地工作着。 他们熟练地完成修

剪、打杈、剔叶、分拣、包装、发货等一系列工作，

用辛勤的汗水保障每一束鲜花都能及时、 完美地

抵达消费者手中。

“这两天，我们主要剪的是娜欧蜜、粉红雪山等

品种，发货速度也很快。 ”采摘工人方冬英说。

一束花的浪漫永不过时。随着天气转暖，鲜花市场迎

来消费高峰，也为春日消费市场增添了无限活力。

“近期，玫瑰又迎来一个新的销售旺季，日产

量

5

到

6

万支，主要是以订单方式销往成都、山东

等地。 ”临夏百益现代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部经理杨丽莹介绍说。

如今，临夏县的“鲜花经济”正一路繁花，市

场前景愈发广阔。 五彩斑斓的玫瑰不仅扮靓了人

们的生活，给这个春天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更

是成为乡村振兴路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据临夏州融媒体中心）

陕西宁陕：

梅花俏枝头 撬动“花经济”

近日，陕西省在宁陕县梅子镇子午梅苑，百亩

梅花竞相绽放，犹如自带流量的“请柬”，吸引大量

游客踏春游玩。

“五颜六色的花，让人眼前一亮。 ”来自汉中的

游客柯可开心地说，“这是我第一次来宁陕赏梅

花，以后有机会还会再来。 ”

子午梅苑占地

120

余亩， 是西北地区规模最

大、品种最多的梅花主题观赏园之一，也是引汉济

渭水土保持示范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园内， 美人

梅、送春梅、朱砂梅、寒红梅等

140

余个品种的梅

花争奇斗艳，美不胜收，不仅带来了人气，还带来

了经济效益。 当地村民依托梅花资源， 开办农家

乐、售卖土特产，吃上了“旅游饭”。

村民何莉在观景台旁摆了个小摊， 售卖现蒸

的玉米棒、自制的腊肠。“在子午梅苑的带动下，前

来赏花的客人越来越多。 我们在这儿做点小生意，

能增加不少收入呢。 ”

近年来，梅子镇大力发展“花经济”，打造集赏

花、休闲、度假为一体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带动了

产业的发展。如今，古装租赁、化妆摄影、文创产品

等新业态在子午梅苑周边不断涌现。

目前，梅子镇已发展民宿和农家乐共计

20

余

家， 户均年增收

4.8

万元， 单日最高接待游客近

5000

人次，收入达

35

万元。

宁陕县地处秦岭中段南麓 ， 最高海拔

2965

米，最低海拔

540

米，拥有独特的自然条件和丰富

的花卉资源。每年

2

月开始，这里的梅花、桃花、油

菜花、野紫荆、海棠花等花卉依次绽放，呈现出绚

丽多彩、生机盎然的春日美景。

宁陕县以“花经济”为支点，通过“生态

+

文旅

+

产业”模式，实现了从单一农业到多元融合的跨

越式发展。

2024

年，全县接待游客

208.5

万人次、

旅游收入

9.51

亿元。

以花为媒，以旅兴农。 宁陕县的“花经济”让乡

村更美、百姓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周春丽 杨稳）

上海花经济

如何更好链接“千园之城”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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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刊

近日， 上海市北外滩紫罗兰

花海盛放，带来了春天的气息，吸

引了众多市民前往赏花、 拍照

打卡。

花卉是大自然美丽的馈赠 ，

也与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有着不

解之缘———上海花卉栽培历史源

远流长， 既是国内外花卉贸易周

转中心， 又是中国重要的花卉消

费市场。

1986

年，经上海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

白玉兰成为了上海市花， 以花象

征这座城市担当开路先锋、 奋发

向上的精神风貌。 漫步申城，无

论是公园绿地中的精心布局，还

是市井巷弄里的随意点缀， 花卉

装点城市景观， 也成为展示城市

形象的重要窗口。

如今， 花卉产业正在成为上

海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花卉产业

的发展能够带动促进农村产业结

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

生态环境，提升乡村整体风貌，实

现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与生态效

益的和谐统一。 比如， 在松江区

叶榭镇，占地

2000

多亩、总投资

近

25

亿元的上海松江长三角花

卉科创产业园（云间

?

卉谷）将传

统农业与现代科技完美结合，打

造出集种植、研发、销售于一体的

全产业链。 春节期间的花卉销售

热潮， 在这里不仅带来了可观的

经济收益， 更创造了大量就业岗

位， 让当地农民在家门口就能实

现增收致富。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 花卉产

业的兴起是上海经济转型升级的

缩影。 在传统制造业面临转型压

力的背景下，发展绿色、生态、可

持续的现代都市农业， 为上海经

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花卉产业“枝繁叶茂”固然可

喜， 但许多消费场景仍受制于时

令。如何让上海花经济实现由“花

开一季”到“花开四时”？ 关键在

于与其他多元业态深度融合，创

造出全新的消费场景， 实现花卉

产业与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 比

如，将花卉种植与休闲旅游结合，

打造花卉主题公园、观光农场等；

将花卉与健康产业结合， 开发花

卉精油、香熏等产品；将花卉与教

育结合，开设花艺培训、植物科普

等课程。

值得注意的是， 上海拥有深

厚的文化底蕴和开放包容的城市

气质， 为花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肥

沃的土壤， 可以开发出丰富多彩

的消费业态。 去年举行的首届白

玉兰文化节，从赏花到闻香，打造

了形式多样的文化体验场景，已

是一次积极的尝试。目前来看，与

花卉相关的文化创意产业体系尚

未形成规模， 仍有许多可以挖掘

的空间。 今年两会上， 市政协委

员、 上海交通大学创新设计中心

主任周武忠建议， 在花文化的创

新利用方面，可以和千园之城、郊

野休闲公园建设结合起来， 引领

花卉消费，寻找新的增长点。

花开虽有时， 但花经济却有

长红的可能。如今的上海，有能力

以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创新的思

维，以花为媒，走出一条更加宽广

的发展之路。未来，相信上海能够

“花开四季”， 绽放城市经济新图

景。

（陈佳琳 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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