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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兰 飘 香
——“世界兰花第一股”与陈少敏的国兰逐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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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敏（左一）参加第四届海峡两岸国兰精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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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花，一个文化的符号。
国兰从古老的时光隧道中走来，《诗

经》载兰，勾践种兰，孔子赞兰，屈原颂兰，
陶潜咏兰，太宗赏兰……中国兰花文化与
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相连，兰学与国学血脉
相通。兰蕙高贵典雅，冰清玉洁，上下延续
数千年，纵横广播数万里，幽幽兰香飘四
海，深深兰谊传五洲……

当历史老人的脚步迈入二十一世纪，
在粤东澄海的韩江之畔，有一位名叫陈少
敏的国兰逐梦者，弄潮花海二十载，历尽艰
辛不停步，立足潮汕，面向世界，开发国兰
新品种，培育兰花大市场，架起海峡两岸文
化交流新桥梁，开辟国兰走向世界的新通
道。他及他创办的远东国兰有限公司，以“世界兰花上市
第一股”的雄姿，成为了国兰产业当之无愧的领军者，在中
华大地掀起阵阵兰花旋风，创造了当代中国的一个又一个

“兰花神话”，用弘扬国兰文化的创新求索，努力践行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播美扬芳，功在兰界。兰有国香清溢远，心若兰兮终
不移……

传承历史：国兰逐梦者的“特殊使命”

梦想之帆是从这里扬起的。
1962年出生于粤东澄海的陈少敏，孩童时代就对兰花

充满好奇。成长于书香门第的他常听父亲说起，早年爷爷
陈德芳的书房里摆满兰花，春意浓浓，花香四溢。可在他
童年的记忆里，却充满“文革”的喧闹，兰花成为“毒草”，养
花被视为封资修情调。他发现一向视兰花为生命的爷爷，
冒着风险，依然在家里东躲西藏种养兰花，并像怀抱婴儿
一样将花盆揽在怀里，常常一个人在书房里发呆。

陈少敏读初中时，才对兰花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出
于好奇，他从爷爷藏书的破纸箱里翻找出有关兰花的书
籍，等到夜深人静之时偷偷阅读。从书中才知晓中国兰花
不是一般的花卉，她具有颇为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
被誉为王者之香，百草之长；她丰富多彩、神秘多变、富贵
典雅、精致珍奇，很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具有极高的品
赏价值，是极具人性化、人格化的花卉，她正如中国龙、中
国凤一样，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

徜徉在史书的文化长廊里，少年时的陈少敏记下了许
多让人刻骨铭心的有关兰花的典故：远在春秋末期，越王
勾践已在浙江绍兴渚山种兰；据《诗经》中描述：籣即兰，香
草也；当年孔子自卫返鲁，隐谷之中，见香兰独茂，喟然叹
日：“兰当为王者香，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乃止车援琴鼓
之，作《漪兰操》一曲。孔子还称赞兰花：“芝兰生于幽谷，
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身立德，不以穷困而改节”；屈原
在其《离骚》等诗篇中多处以兰喻君子、美人；东晋陶渊明
有咏兰诗云：“幽兰生前庭，含熏待春风。清风脱然至，见
别萧艾丛。”；唐太宗《芳兰》诗云：“春晖开紫苑，淑景媚兰
场。映庭含浅色，凝露泫浮光……”

陈少敏在源远流长的国兰文化中感悟到，中国兰花之
所以这么名贵，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她是用两千年的中国
文化载培出来的。小小的兰蕙被历史文化培养滋润发展
起来，代表典雅、洁净、素淡、朴实的鉴赏情趣和审美追求；
象征着正直、善良、诚实、谦和的道德精神和思想品质；中国
特有的兰蕙成为优雅素洁、高风亮节的象征，康泰和谐、真
诚友爱的标志。兰蕙被人视为骄纵者警戒，狂妄者收敛，失
意者激励，失败者宽慰。兰文化的涵义，还像兰蕙本身所有
的香、型、色、姿、神、清等多元素的千变万化一样，是多层面
的、多方位的，正像古人所说的“寸心原不大，容得许多香”。

已深深爱上兰花的陈少敏，很快便成为了兰花的知音
益友。可他的养兰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1987年的一天，陈少敏出差路过广东著名花乡顺德的
陈村，才发现天下竟有如此繁华的兰花市场，惊喜之余便
花去自己打工几个月才能赚到的 300元钱，买了一株被称
为“大银边”的报岁兰抱回家中。之后他又像发现新大陆
一样多次往返陈村，先后购买了十几盆兰花精心培育。孰
料，一次出国探亲归来，园中兰花几被窃尽，面对着空空的
花架，他流下了痛惜的泪水。

已成为“兰痴”的陈少敏并没有气馁，背着家人偷偷卖
掉海外亲戚赠送的金首饰，又一次来到种兰人的梦幻之地
陈村。这一次，他结识了台湾兰商陈七雄。

如果说，最初的养兰是出于对兰花的热爱和欣赏，那
么，走上从事兰花产业之路的领路人当属这位陈七雄。

陈少敏向陈七雄讲述了家中被窃，痛失爱花，变卖家
产也要养兰的经历，陈七雄被深深的感动了，当即对陈少
敏说：“你对兰花这么喜欢，何不推而广之？你们汕头有没
有市场？”陈少敏面显羞涩回答：“做买卖我没有本钱……”
陈七雄口吻中透着诚恳：“你可在汕头开设一户销售点，先
从我这拿货去卖，卖掉再付钱……”陈少敏果真从陈七雄
那里拉走100盆兰花。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价值20多万元
的兰花，回到家乡竟然被抢购一空！

一份信任成就了一段佳话。梦在召唤，使命在前，陈少敏
从此开启了中国兰花产业的逐梦之旅。当时乘改革开放之
风，广东经济率先崛起，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珠三角的兰
花市场方兴未艾，生机无限，不到三年，陈少敏便在兰花销售
中获利600多万人民币，掘取到兰花市场的第一桶金。

天有不测风云。雄心勃勃在兰花市场中大步前行的
“弄潮者”陈少敏并未知晓，风险正悄然而至。

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有一种取名叫“水晶”的兰花新
品种在台湾骤然兴起，一株从几千元炒到几万元、几十万
元。陈少敏认为获取更多创业资金扩大经营规模的大好
商机到来了，便心潮澎湃拿出这些年的全部积蓄，又从银
行贷出500万元，凑足2000万元资本，从内地大量收购“水
晶”，再运到台湾销售。

这真是一次感天动地的世纪远行。陈少敏的足迹遍
布广东福建、云南、四川等地，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串市
场，走农户，在东南沿海，云贵高原，巴山蜀水掀起一股兰
花收购旋风，带动了这些地区兰花产业蓬勃发展。

台湾突发的“9.21”大地震，让台湾兰市骤然间崩盘，
“水晶”价格一落千丈，使得陈少敏的“水晶”血本无归。

突如其来的重创，让陈少敏大病一场。韩江之夜，江
风扑面，涛声低吟，寒砌骨髓……

从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肩负特殊使命的逐
梦者并没有被灾难击倒，他并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而是
又做出一个惊世之举，为振兴中国的兰花产业，大灾过后
的陈少敏越发坚定了弘扬国兰文化的决心，他不顾家人
反对与朋友劝阻，义无反顾卖掉自己经营多年的包装材
料厂和自家拥有的唯一一块土地，又到银行抵押了自己
的住房，重新聚集资本，再度凝聚力量，于 1992 年 5 月正
式注册了国内第一家专营兰花的企业——远东国兰有限
公司。

不以无人而不芳，幽香逸韵天自成。“兰痴”陈少敏驾

驶着他的“远东国兰”号，在悲壮的汽笛声中，开始了新的
世纪起航……

海韵兰香：国兰领军者的“世纪攀登”

黄金有价兰无价。
“可怜江边百种草，不及幽兰一箭香。”国兰独领百花

之风骚，她的色，万紫千红，多姿多彩，有的洁白如玉，恰似

凝脂，有的灿如朝霞，美妙传神，有的翠绿迷人，宛如翡翠；
她的香，时断时续，飘飘忽忽，若隐若现，清新悠远，淡雅弥
久；她的姿，千姿百态，百媚千娇，有的状若梅荷水仙，有的
状若牡丹菊花，有的恰似蜿蜒的树型，有的好像飞舞的蝴
蝶；她的韵，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她淡泊、高雅、素
洁、清骨自傲。她不怕艰难险阻，默默无闻，团结奋斗，无
私奉献。她是真正的君子之花，代表中华民族的优秀品
质，体现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

兰科植物是被子植物中的一个大家庭。我国已知的
兰属植物有49种，占全球的2/3左右。中国现代兰科植物
的科学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胡先骕、钱景湗、左崇
烈、唐进和汪发缵等植物学家做了开创性的工作。而今我
国的兰花种植面积，约占全国花卉种植面积的 1.5%，销售
额逾百亿人民币，而且发展不断增进，兰花产业以每年15%
的速度增长。所有这一切，皆因中国有一批像陈少敏这样
的国兰传承者的不懈努力，奋力攀登。

陈少敏的国兰收集、培育、推广，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
起步的。

二十年前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陈少敏来到顺德陈村
的一位兰友家，无意间发现一盆刚刚变艺的白墨，不由地
眼前一亮。开发新品种，陈少敏从来不吝啬金钱，便立即
掏出十二万元把兰花买回来，经过精心培育，终于育出了

“白玉素锦”，使中国兰花界又诞生了一束花艺双全的奇花
新品种。

陈少敏知道，在兰花新品种的寻求中难免伴有失败。
他曾以每苗几万元的高价购买一株奇花，隔年便失去价
值。但是，寻找新品种的强烈愿望令他常常不肯轻易放弃
每一个机会。一次，他出差到广西梧州，在兰友家看到一
株蝶花，叶背上呈现厚厚的银色。他如获珍宝，知道蝶花
叶背绝少现银，这是将出高艺的态势。便用高价买了下
来，精心培育，植出了爪艺，中班艺等几种艺向……

心向兰事。陈少敏还将开发新品的脚步迈出国门。
1997年3月的一天，在昆明举办的云南兰花博览会上，

陈少敏偶遇日本春兰全国联合会理事长平见和士，交谈中
得知，日本现如今仍保存有中国传统的春兰、蕙兰的一些
名贵品种，而这些品种却由于种种原因已在中国失传。原
本是中国的国粹，为何日本有而中国却没有了？

一个心怀浓浓爱国之情的国兰传承者的心被深深地
刺痛了！

这一年8月，陈少敏迫不及待飞赴日本，在平见和士等
日本兰友陪同下，来到高松县一位名叫住田武夫的兰友家
中，看到了“程梅”、“关顶”、“大一品”、“宋梅”等一批已在
中国失传的名种，他难抑激动之情，当即就花 50万元人民
币全部买下并运回中国。

从此，陈少敏每月便往返日本一次，从东京、名古屋、
京都到大阪、福冈，乘坐在飞奔驰聘的“新干线”高速列车
上，高耸的富士山与大片的樱花林在车窗外掠过，令陈少
敏今生无限遐想。三年时间，他斥巨资在日本收购兰花，
不仅使一批失而复得的中国兰花珍贵品种重新回到祖国
怀抱，还给日本低迷的兰花市场带去了新的生机。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远东国兰有限公司开发新品推
出的春剑线艺“美梦成真”、蕙兰线艺“大雪山”等系列品
种，已成为国内外认可的名品，公司自身又选育栽培了“艺
之宝”、“锦玉满堂”等精品。远东国兰开发收集的兰花精
品多达 2000多个，成为了国内所有兰园品种拥有量最多、
规模最大的兰花专业公司。

2000年9月16日，在昆明举行的世界园艺博览会兰花
专题展中，远东国兰有限公司代表广东省送展的四季兰

“富山奇蝶”及报岁兰“凤来朝”被评为金奖，四季兰“岭南
梅”被评为银奖，线艺兰“粤海之光”评为铜奖，其中“富山
奇蝶”经大会推荐再评为大会最高奖—大奖。公司送展的
6 盒兰花 4 盒获奖，充分展示了公司在国际兰花业中的实
力。为此，远东国兰有限公司得到了广东省人民政府的特
别嘉奖。远东国兰有限公司历年来参加国际国内兰花大
展所获得的金、银、铜各类奖项多达100多个！

惟有创业多壮志，为推进中国兰花事业，陈少敏公司
在各级政府支持下，拟在以远东国兰有限公司承办的广东
省现代农业示范区核心区筹建一个占地 10000 平方米的

“集世界各地国兰品种”的“中国兰花资源库”和可供观赏、
生产、交易为一体的大型现代化设施，令人叹为观止，堪称
华厦兰花第一苑。

陈少敏的工作更繁忙了，他在家过完大年初一，就开
始到各地参加兰展，做兰花生意，一直到立夏才回家。这

段时间是兰花交易最繁忙的季节，他出差在外，只能用电
话指挥生产管理，电话洽谈兰花买卖。凡是有兰花的地
方，就有陈少敏的足迹。到云南、大理、丽江、昆明收购莲
瓣兰，到四川收集春剑 ，到台湾收集精品墨兰……有人
说，他每月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飞机上度过的。

陈少敏深知，“商务者，国家之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
脉也。”只有让兰花从“王谢堂前燕”进入“寻常百姓家”，把
兰花纳入商品流通渠道，才能“疏畅”兰花业的“血脉”，保

持兰花旺盛的生机活力。陈少敏
一路走来，各地兰市便掀起一路波
澜，万千农家实现了致富梦想。

当年的中国兰市，粤兰有两个
桥头堡，先前一个是上世纪八十年
代末至九十年代中，潮起珠江，粤
兰兴起主要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
珠三角，其弄潮人有冯梦初、胡应
东、林仲贤等。而第二个桥头堡当
属后来居上的地处汕头经济特区
的澄海莲华，澄海因有远东国兰而
成为亚洲兰花交易交流中心，莲华
镇亦被命名为中国兰花名镇，其弄
潮人自然是陈少敏了，这位国兰产
业的领军者不单单是一个“兰痴”，
而是中国兰蕙市场上的一个精明
运作的战略家，他高擎颇具国兰气
质的道德之旗，以德示人，以品服
人，以宽广的王者胸怀聚揽天下奇

兰，品种超两千，苗数数百万，使远东国兰成为了举世瞩目
的兰花胜地。

从兰事、赏兰姿、闻兰馨、养兰德，从一个默默无闻的
“兰痴”到足迹遍及中华大地，遍访日韩港台的著名兰花企
业家，陈少敏，一个德艺双馨的艺兰人，以他的聪明才智，
胆魄毅力和对中国兰花事业的热爱与忠诚，沿着创业——
经营——产业化——规模化——生态化之路，一步步开
拓，一级级提升，撑起中国兰域的一片蓝天。

华鼎籣园芳四溢。远东国兰，已成为中国兰花产业升
起在世界东方的一颗光耀天宇的国兰之星！

以兰为媒：共促海峡两岸文化深度交流

芳兰文化两岸情，留得兰心照汗青。
因为有了黄秀球，才有了陈少敏的海峡两岸兰花文化

之旅。
那一年黄秀球 65 岁。早年，黄秀球与热爱兰花的张

学良将军一起种兰花，并与张学良一同创办世界兰荟交
流协会，黄任会长，张担任名誉会长。进入新世纪的第一
个年头，澄海市委、市政府与台湾兰花协会举办第一届海
峡两岸国兰精品展，盛况空前，时任广东省省长梁灵光、中
科院院士、兰花专家、中国兰花学会理事长吴应祥参会并
讲话，台湾的 50多位兰友从海峡对岸赶过来参会，率队者
便是黄秀球。作为本次大会的组织者与筹备者，陈少敏与
黄秀球从相识到相知，又相约为两岸的兰花文化交流贡献
绵薄之力。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起，从沿海的福建、广东、广
西、浙江至内陆的四川、云南、贵州、湖北等地，台湾兰界开
始和内地进行兰花交流。1997年，台湾兰界集资到当时的
内地兰花重镇——广东顺德陈村镇，投资创立宝乔兰艺园
有限公司，成为海峡两岸兰花交流的重要里程碑。而今的
澄海海峡两岸兰展，又开启了新时期两岸兰花文化交流的
又一扇重要的窗口。

2001年 8月，陈少敏终于踏上了令他魂牵梦绕的宝岛
台湾的土地，在黄秀球的陪同下，从台北到台中再到台南，
才登阿里山，又游日月潭，马不停蹄考察了众多的兰花农
场。令他颇感欣慰的是，两岸同宗同族文化同根，种养兰
花一时蔚为风潮，近代连续百年不堕。大陆有丰富的兰花
资源及大市场，台湾有先进的栽培技术与成熟的兰花市
场，陈少敏当即决定重点开辟与台湾兰花市场的合作。

陈少敏从台湾回来后，立即着手筹备更大规模的两岸
兰花展。继第一届兰展后，时隔不到两年，又一届更大规
模的海峡两岸国兰精品联展暨广东省第二届兰花博览会
在澄海举行，与上届不同的是，这一次前来参会的台湾兰
商比上一届多了一倍之多。

陈少敏的底气更足了。从2005年开始，他往返两岸更为
频繁，不仅带动活跃了两岸兰市，还在两岸掀起一波又一波的
兰花热潮。据不完全统计，远东国兰在与台湾的购销总额累
计高达数亿元人民币。共交流兰花近千万株，使台湾兰商与
南部花农直接受益。在台湾兰界，几乎无人不知陈少敏。

全身上下洋溢着“兰德”的陈少敏，受到台湾政界、文化
界和经济界的广泛尊重。他多次被国兰联合总会聘为名誉
会长，同时，还担任了台湾20多个民间兰花组织的顾问，受
到台湾各界的肯定。多年来，他穿梭往来海峡两岸，为两岸
文化交流、经济活动倾注了大量心血。

2010年，为向台湾兰花业者提供一个在大陆展示台湾
兰花品种以及新技术的平台，陈少敏与台湾兰界商定，在
澄海远东国兰总部建设海峡两岸兰花交流中心，该中心建
成后，台湾兰界将定期在中心举办兰花新技术讲座，为大
陆兰友提供学习台湾先进兰花栽培技术，台湾兰花产业先
进营销模式、两岸兰花业者相互学习观摩的平台，促进两
岸兰花文化的深度交流……

2014年8月20日，一个海峡两岸人民当永远铭记的日子。
这一天，第四届海峡两岸国兰精品展在汕头经济特区

盛大开幕，台湾各界知名人士以不同的方式向大会发来祝
贺。台湾桃园市议员杨朝伟率领由20多位议员参加的桃园
市议员代表团前来参会，中国国民党中常委戴锦花亲临开
幕式剪彩。广东省、市有关领导及省台办主要领导出席了
开幕式。

这是一次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空前盛会，台湾各大媒
体在会议开幕当天都在重要位置发出报道。这次盛会，是
陈少敏多年来在两岸兰花文化交流中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和用汗水及心血浇灌出来的丰硕成果。

一个兰花博览会，能引起台湾各界名
流如此高度关注，的确前所未有。全国政
协副主席罗富和称“远东国兰有限公司是
连接汕头和台湾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中国国民党中常委戴锦花在大会开
幕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远东国
兰有限公司多年来与台湾兰界紧密合
作，带动了台湾兰界的蓬勃发展，为两岸
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陈少敏先生长
年奔波于海峡两岸，为促进两岸文化交
流，兰花产业长足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受到台湾各界的普遍尊重，是台湾人民的
好朋友……”

兰风迭起，精品纷呈；以兰为媒，两岸
同庆；同胞携手，中华复兴……

面向未来：香飘世界的“国兰之梦”

2012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汪洋（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亲临远
东国兰有限公司调研考察，他走进这座充满生机、花香四
溢的现代化生态兰棚，仔细观赏着台架上的一盆运用高科
技培育出来的兰花新品种，面带微笑对身边的陈少敏说：

“兰花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兰花产业又
能带动广大农民致富，是幸福导向型产业，国兰产自中国，
是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最具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应让我
们的国粹走向世界”。

一股暖流在陈少敏心中涌动，这是何等催人奋进的巨
大鞭策啊！

让国兰走向世界，是每一个国兰人心中的梦想。早在
2008年3月，已在世界兰花界尤其在亚洲具有很高知名度
的陈少敏就应邀参加日本全国兰花大展，被聘为大会名誉
主席，担当大会评委。他随身带去的 20盆国兰精品，在日
本兰界引起轰动。日本寒兰全国联合会会长野口高辉还
将陈少敏在大会讲话的照片制作成5000枚邮票，赠送给日
本广大兰友留念。在这次日本兰展期间，日本友好人士倡
导成立了日中兰花文化交流协会，筹备会上，陈少敏当选
为常务副理事长。

2009年 8月，陈少敏又应邀前往韩国釜山参加国际东
洋兰交流协会举办的兰花大展。陈少敏被大会聘为名誉
主席并担任评委会主席。韩国农林部长朴弘授和釜山市
长亲临大会，陈少敏代表中国兰花界在会上发表演讲。大
会之后，韩国农林部长专门会见陈少敏，希望以兰为美，促
进韩中兰花文化交流。国际东洋兰交流协会选举陈少敏
为国际东洋兰协会副主席，聘请陈少敏为韩中兰花文化交
流协会名誉理事长。

远东国兰凭雄厚实力，诚信经营，已成为当今名副其
实的亚洲国兰交流贸易中心。中国兰花协会副会长何清
正说：“陈少敏兰经济搞得很活跃，收集的品种最多，堪称
国兰品种总汇”。台湾兰界知名人士林阳期说：“远东国兰
有限公司品种的收集、经营的规模目前在东南亚兰界公认
第一”。日本中国兰联合总会会长平见和士说：“一个公司
能影响海峡两岸及日本的兰花市场，目前只有远东国兰有
限公司能够做到”。韩国兰花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柳重光
说：“陈少敏是中国乃至亚洲颇具影响力的当代兰家，对韩
中兰花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少敏经常对访者讲，远东国兰有限公司之所以能够
取得今天的业绩，离不开中国兰花协会的鼎力支持。成立
于1987年的中国花卉协会兰花分会，在中国兰花协会历任
领导何清正、刘清湧、王重农、朱根发等努力下，创造了一
个全国兰花博览会品牌，培养了一支为发展中国兰花事业
尽心尽力的兰花管理者、爱好者队伍，培养了一个大众化
的兰花市场，滚动出数百亿的兰花资金，兰香蕙馥二十八
载，已成为中国兰花协会副会长的陈少敏，以振兴中国兰
花产业为己任，时刻不敢懈怠。他在累计为中国兰花产业
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带动广东、广西、福建、湖北、云
南、四川等省广大花农脱贫致富的同时，仍然坚持从事社
会公益事业，个人捐出数百万元，扶贫助学，赞助兰事活
动。陈少敏以公德服众，被聘为汕头市公益基金会名誉会
长、汕头市光彩事业基金会名誉会长、汕头市工商联副主
席，连续四届当选市政协常委……

兰花香自苦寒来。远东国兰有限公司所取得的成就，
得到国家及地方政府的关注，国家农业部授予远东国兰有
限公司为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示范单位，被广东省政府
评为广东省农业龙头企业；承接国家现代农业园区以及广
东省现代农业园区核心区建设；被广东省科技厅命名为广
东省国际合作基地、广东省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广东省国
兰生物技术开发研究中心；与广东省农科院进行产、学、研
合作，共同承接广东省第二批新兴战略产业中国兰花分子
育种及种苗高效繁育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以现代科技兰花
栽培技术，降低生产成本，让兰花走进千家万户……

这是何等令人鼓舞催人奋进的世纪进发啊！
为实现上述目标，在省、市、澄海区有关部门的支持

下，公司于2015年8月完成股份制改造，2015年12月17日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成功挂牌（证券代
码834982），实现了“资本之变”，并以“中国兰花第一股”的
雄姿令全球资本市场瞩目。这是兰界的一个里程碑式的
跨越，又将极大促进中国兰花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粤东大地、韩江之岸，将有一座承载着世界兰花研发
中心，世界兰花营销中心、世界兰花展示中心的兰花之城
拔地而起。

这无疑又是一次更为波澜壮阔的世纪远行。
这是21世纪上半叶香飘世界的“国兰之梦”。
没有什么能像国兰这样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

神追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文明源远流
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
崇高价值追求”。

中国梦与亚太梦、世界梦同频共振，国兰梦与中国梦
同行。

留珍溢清香，幽兰吐芬芳。复兴路上花正好，幽情逸
韵落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