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韵味

和故事，而花作为大自然赋予的礼

物，往往成为这些韵味和故事最生

动的诠释者。

在广东广州感受木棉花的灿

烂热烈，在河南洛阳欣赏牡丹花的

雍容典雅，在浙江杭州品味桂花的

沁人馨香……2023 年 4 月起，本版

推出“一朵花读懂一座城”栏目，截

至目前已刊出 18 期报道，探寻市花

与城市的故事，倾听当地改革发展

的铿锵足音。

“目前，我国已有近 300 个城市

确立了市花。”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赵

梁军说，市花盛放在大街小巷、装点

门庭院落，成为了解城市发展、反映

生活变化的窗口。

市花种类多样
月季为最热门品种

月季、杜鹃、丁香、大丽菊……

各地市花种类繁多、芬芳多彩。赵

梁军介绍，目前，我国选出的市花

涉及 32 个科、66 个种。

其中，“花中皇后”月季类植物

（包括月季、玫瑰等）被约 80 个城

市选为市花，是市花名录里出现频

率最高的花卉。在京津冀地区，13
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有 10 个以月季

为市花。“月季为中国原产，资源丰

富、种类繁多，生态适应范围广，在

切花盆花、食用药用等方面的用途

也很广泛。”赵梁军说。

在 河 北 廊 坊 ，沿 光 明 西 道 漫

步，每到月季花开时节，绿化带就

成 了 斑 斓 繁 茂 的 花 墙 。 2017 年 8
月，廊坊市将月季花定为市花。“这

些 年 ，我 们 在 公 园 、广 场 、街 巷 等

‘见缝插绿’种植月季，在市区主要

路口和节点成片种植，全面提升景

观效果。”廊坊市园林绿化事务中

心市花综合管理中心负责人张越

介绍，目前，城区月季种植总量达

1500 余万株，有 170 余个品种，总

种植面积达 62 万平方米。

“覆阑纤弱绿条长，带雪冲寒折

嫩黄。”各类市花里，迎春花显得相

对小众。福建三明、河南鹤壁、甘肃

陇南 3 座城市不约而同选择了迎春

花作为市花。 2020 年 12 月 10 日，

迎春花被确定为陇南市市花。“陇南

地处西北地区，有‘陇上江南’的美

誉。迎春花作为早春第一花，送来

春天的信号，其不畏寒威、不择水

土、适应性强的特点代表着陇南人

坚忍不拔、奋发向上的精神，对展示

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增强全市

人民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陇南市

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黄辉说。

评选遵循法律程序
多因素影响市花选择

百花纷繁，一座城市如何确定

市花品种？

从评选标准上看，要充分考虑

生态、文化等因素。赵梁军介绍，评

选市花时一般会考虑以下几个原

则：一是当地土生土长，有较长的栽

培历史，最好原产地在中国；二是观

赏价值较高，在城市环境美化中具

有重要地位；三是富有地方特色，与

当地的人文历史有密切联系；四是

栽培容易，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五是

有相关的传说、诗文等。

从评选流程上看，市花是按照

一定的法律程序评选出来的。云南

昆明市人大常委会提供的历史资料

显示，1983 年，市园林局基于各类

花卉的主要特征、当地栽培史、繁育

推广情况以及群众基础进行了广泛

调研，推荐云南山茶花作为市花，并

作出详尽说明，再由市人民政府向

市人大常委会进行报告，经过昆明

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正式决定将云南山茶花

定为昆明市花。“40 余年来，云南山

茶花作为昆明市花映照了几代市民

的美好记忆，见证着城市发展的活

力和风采。”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办公

室宣传处处长李湫莲表示。

在互联网更加发达的今天，一

些较晚确定或者后期调整市花的

城市，在征集公众意见时有了更便

捷的渠道。比如，2021 年，陕西渭

南在市树、市花征集评选活动中，

将投票平台二维码投放在报纸、电

视以及网络上，鼓励市民通过多种

方式参与评选推荐。

随 着 地 域 经 济 的 发 展 ，市 花

也迎来调整变化。为进一步体现

城 市 文 化 特 色 、推 动 特 色 产 业 发

展，2021 年，山东济南将玫瑰增选

为 市 花 ，与 1986 年 评 选 出 的 荷 花

并列。“玫瑰在济南有 1300 多年的

栽 培 历 史 ，近 年 来 在 城 市 绿 化 中

的 应 用 越 发 广 泛 ，在 产 业 发 展 上

也呈现出良好势头。”济南市农业

农 村 局 一 级 调 研

员刘卫国介绍，作

为 全 市 十 大 农 业

特色产业之一，济

南 平 阴 玫 瑰 产 业

链 综 合 产 值 已 突

破 60 亿元，有力促进农民增收。

放眼全国，不少城市拥有两种

市花，如北京市花为月季、菊花，山

东青岛市花为耐冬、月季，江西南

昌市花为月季、金边瑞香，湖北十

堰市花为紫薇、石榴。“随着社会发

展和行政区划的变动，市花也在不

断变化。持续跟踪研究市花发展

动态，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体察城

市发展的新趋势。”赵梁军说。

“市花经济”显效
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品格，

而市花则从美学的角度进行了独

特诠释。“市花具有鲜明的植物文

化特征，目前各地市花在公众知晓

度、文化推广力度等方面还存在较

大 差 异 。”赵 梁 军 说 ，通 常 在 直 辖

市、省会城市等经济发达地区、园

林花卉产业和城市建设活跃的地

区，市花的普及度和美誉度较高。

在有“蓉城”别称的四川成都，

全城栽植了 35 万余株芙蓉花，秋季

花开，如锦绣铺展。“目前芙蓉花已

成为天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成都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成都

市植物园植物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

所所长石小庆介绍，自 1983 年确定

市花起，成都每年举办市花展，2018
年又增设了天府芙蓉花节、芙蓉国

际研讨会等活动。目前，成都市植

物园研究团队已自主培育芙蓉花品

种 40 余个，为芙蓉花文化的深度开

发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朵花，盛放一座城。在 2023
年举办的成都大运会开幕式上，空

中焰火如芙蓉花绽放，主舞台上“花

重锦官”一派繁盛；2024 年成都世

界园艺博览会，芙蓉花被定为会花；

2025 年成都世界运动会会徽，同样

用到了芙蓉花这一元素。2023
年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上，桂花

元素从视觉、听觉、嗅觉层面被

多方呈现，当天还有自带桂花

香的限量版《钱江晚报》出版发

行。在上海，白玉兰作为机构

组织、行业奖项的标识元素频

频现身，并活跃于世博会、进博

会等国际盛会上，尽情彰显城

市气质。

“市花不仅能凸显当地独

具 特 色 的 人 文 景 观 、文 化 底

蕴、精神风貌，而且对提高城

市品位和知名度、增强综合竞

争力等具有重要意义。”赵梁

军表示，挖掘市花多元价值，

持续放大“市花经济”效应，更

多 新 的 经 济 增 长 点 有 望 应

“花”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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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花，一座城。作为城市形象的重要标志之一，市
花装点了美好生活，承载着城市记忆，积淀为城市独特的
文化底蕴、人文特色和精神气质。

目前，我国已有近 300个城市确立了市花。市花是
如何评选的，哪种花当选最多？美丽的鲜花如何见证城
市发展的脚步？本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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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走进江苏省宿迁市

宿 城 区 王 官 集 镇 蝴 蝶 兰 大 世

界，20 万平方米的智能连栋温

室大棚里，五颜六色的蝴蝶兰

灿烂绽放。研发组培中心里，

工作人员正小心翼翼地将经过

精心挑选的种苗植入瓶中。

“ 我 们 现 有 蝴 蝶 兰 300 多

种，种苗共 10 余个类型。”江苏

国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曹国峰介绍，公司年产各种组

培苗 6000 余万株、种植苗 1200
余 万 株 ，2023 年 产 值 达 3.2
亿元。

近年来，多地着力打造花

卉生产基地，不断提升育种水

平。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最

大的花卉生产国。2023 年我国

花卉零售市场总规模达 2165.8
亿元，其中实体花店零售业务

市场总销售额达 986.5 亿元；鲜

花电商零售市场规模达 1179.3
亿元，占花卉零售市场总规模

的 54.5%。

中国花卉协会统计数据显

示，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康乃馨、

百合切花生产国，第二大月季

和菊花切花生产国。目前，全

国 花 卉 种 植 面 积 约 150 万 公

顷 ，花 卉 产 业 从 业 人 员 超 500
万人。花卉产业，正激活经济

增长新动能。

促进增收，助力乡村发展。

“蝴蝶兰是一种很受欢迎

的年宵花，为了迎接春节销售

高峰，我们已经准备了成花近

10 万株，各种规格苗约 300 万

株。”王官集镇蝴蝶兰大世界生

产主管梁康说。

王官集镇党委书记熊广贤介绍，蝴蝶兰大世界项目采用

“龙头企业+基地+农户”发展模式，通过与周边农户联营合

作，带动 500 多人就业。“我在这里浇花、除草、装盆，一年能挣

3 万多元，离家也很近。”王官集镇苗圩村村民单梅说。

蝴蝶兰产业还带火了当地的农家乐、采摘园。目前蝴蝶

兰大世界二期项目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建成后将带动周边

更多村民增收致富。

带动消费，扮靓日常生活。

凌晨 4 点，天还没亮，云南昆明斗南花卉市场就热闹起

来。一车车带着露珠的各色花卉运到市场，还未卸车就被批

发商买下，发往全国各地，同时出口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下午 1 点，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1500 多个品种的

鲜切花拍卖交易准时开始。在 2000 多公里外的北京花卉交

易中心，花商动动手指，就能同步竞拍鲜切花，当天拍下，第二

天就能空运到北京。

产地和销区信息互联共享，采购中间环节压缩，成本降

低、流通提速、价格亲民，让鲜花逐渐从节庆礼品变为装点生

活的日常消费品。

产销两旺，也带动花卉进出口贸易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

世界上重要的花卉贸易国。来自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3 年我国花卉进出口贸易额达 7.10 亿美元。其中，出口额

4.38 亿美元，出口目的地国家和地区 119 个；进口额 2.72 亿美

元，同比增长 15.95%，进口来源国家和地区 57个。

以花为媒，推动融合发展。

河南开封市举办菊花文化节，成为展示城市形象、发展节

会经济的平台；江西井冈山市承办井冈山国际杜鹃花节，全方

位打造杜鹃花旅游品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地方举办以

花为主题的会展活动，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让“赏花经济”焕

发新活力。

在 2024年成都世界园艺博览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特色花

卉与园林艺术相映成趣，吸引了众多游客。2024成都世园会累

计接待中外游客超 1000万人次，带动全市花卉园艺经营主体增

长至 5.5万余家、花卉园艺产值超 130亿元。

“通过世园会，中国向世界展示了花卉园艺发展和生态文

明建设成果，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实践。”中国花卉协会

秘书长张引潮说，着力构建战略布局合理、产业链条完整、创

新迭代活跃、质量高效益好、区域协调发展的现代花卉产业体

系，将进一步促进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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