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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 巩 静

10月25日，数字城市与国

际标准研讨会在人民日报社举

办。会议强调，注重研制国际

标准，凝聚世界共识。积极筹

备国际大运河论坛、世界城市

标准化论坛，推动论坛地址落

户北京副中心，以扎实的举措

扩大开放，让中国走向世界，让

世界走向中国。

国际标准化组织品牌评价

技术委员会主席顾问组主席、

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理事长刘

平均，中国城市报社总编辑杜

英姿，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金

融研究中心理事长吕世杰，中

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原主任肖乾

珠，北京市通州区副区长楼俊

峰，世界绿色设计组织标准委

副主任、中国城市报社副总经

理常亮，洛阳市老城区区委书

记牛刚，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

金融研究中心执行院长张翠

平，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名誉

副理事长屈万菊，中国城市品牌

研究院副院长刘正良，北京鲲云

数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祥

宝，贵州贵安大数据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朱浩源等出席会议

并发言。

刘平均强调，中国城市报

研制的《城市品牌评价》国际标

准（草案）已初具雏形，建议继

续加强同欧洲品牌研究院等国

际机构的交流合作，优中选优，

选择一座有中国特色的发达城

市作为标准起草单位和调研

点；按照《品牌评价 基础和原

则》国际标准，共同研制《城市

品牌评价》国际标准，为中国履

行大国责任，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做出贡献。

杜英姿在致辞时介绍，中

国城市报社在国家财政部、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

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支持下，

成功研制了我国第一部城市品

牌评价国家标准；依据该国家标

准和国家统计局数据，多次成功

发布了全国城市排名，为全国城

市的品牌提升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城市报不仅有央媒的传播

力，也有国家智库的策划力和执

行力，愿推动重要的论坛会议落

户北京市通州区、河南省洛阳市

等地方城市举办。

常亮在主持会议时说，未

来数字城市是利用物联网对物

理城市的人、物、事件和水、电、

气等所有动静态要素数字化，

在网络空间再造一个与之完

全对应的“虚拟城市”，形成物

理维度上的实体城市和信息

维度上的数字城市同生共存、

虚实交融。这是智慧城市的

升级版，触网可以超越时空。

常亮强调，建设数字城市需要

全球合作和标准支撑。有了

标准，世界各国的技术和产业

才有了全球范围内协同工作的

能力。ISO标语口号是：当世

界达成共识时，伟大的事情就

会发生。

楼俊峰介绍了通州区的整

体情况，并表示，通州区作为北

京市委、市政府新驻地，有着广

阔的发展前途，迫切需要加大完

善城市建设力度，欢迎各界朋友

到副中心考察交流。今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塑造

提升北京城市副中心品牌形象，

积极申请全球有影响力的论坛、

会址落户副中心。培育和塑造

以大运河文化、环球主题公园等

为主要载体的历史、社会、人文

及旅游品牌。因此，数字城市与

国际标准论坛十分符合通州区

的定位。

吕世杰教授表示，愿意发

挥中央财大自身优势，招大引

强，推动中国大数据品牌集群

落户通州，推动大数据中心落

户通州，全力支持通州打造全

国产教融合示范区。

刘正良建议，要通过研究

制定城市品牌评价国际标准，加

强中外文明互鉴，共享科技成

果，为全球城市的生态、健康、科

学、可持续发展作出中国贡献。

研讨会在热烈的气氛中进

行，北京鲲云数通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李祥宝、总经理蒋福

生当场表示，计划投资40多亿

元，在通州建立数据中心，引

领数据产业集聚园建设，为北

京副中心奠定数据存储产业

发展基础。会上，洛阳市老城

区与中国城市报社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就打造国际人文交

流中心、开展课题合作等达成

合作意向。会议还确定通过

大数据手段筹备发布全国网

红城市百强榜、直辖市市辖区

品牌传播百强榜等事宜。

凝聚全球共识凝聚全球共识 共享国际标准共享国际标准

““花经济花经济””如何盘活小山村如何盘活小山村
■新华社记者 农冠斌 麦凌寒

在广西柳州市柳北区石碑

坪镇，下陶村种植的九品香莲

正值采摘季节，池塘里溢满花

香。近年来，这个西部山村大

力发展“花经济”，走上了致富

道路。

因地制宜因地制宜 凭凭““花花””致富致富

下陶村曾被当地人戏称为

“山坳村”，三面环山，耕地稀

少，曾经交通十分不便，同时产

业薄弱，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

外出务工，村子日渐凋敝。“那

时是风过一身灰，雨落一脚泥，

本村人往外跑，外地人也不进

来。”说起以前的日子，下陶村

党总支书记钟敏很感慨。

如今，这里除了山仍旧翠

绿，很多地方已大大变了模样：

宽敞平坦的水泥路直通村里，

曾经的泥瓦房变成了小楼房，

家家户户房前屋后围起竹篱

笆，种上花苗，打扮成一座座小

花园。

下陶村的发展，离不开

花。68岁的村民覃引成如今

闲时便到九品香莲基地务工，

每个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家

里还种有3亩的紫荆花苗。她

回忆，在2006年之前，村里还

没有人培育花苗。和周边的村

子一样，当时下陶村主要种植

甘蔗，不同的是，其他村种甘蔗

能致富，而下陶村的甘蔗种植，

一直没有太好的效益。

“各家土地都不多，平均三

四亩，收成好时，勉强解决温

饱，难以存下积蓄。”覃引成说，

村里的土地大多位于丘陵地

带，相对贫瘠，且甘蔗种植、采

收都不方便。想要发展，还需

寻找适合下陶村的产业。

穷则思变。彼时，外出务

工的村民在广东看到了紫荆

花，便将一些紫荆花种子带回

了下陶村。“种子都是在大马路

边、公园捡的，那时候都没钱，

不舍得花钱去买种子。”钟敏

说，当时，只有胆子大的村民，

才敢将自己为数不多的土地用

来培育花苗。

2009年，紫荆花苗市场需

求旺盛，一些村民通过紫荆花

苗挣到了第一桶金。同年，在

村委会担任村干的钟敏加入了

培育花苗产业。“那时1公分的

紫荆花苗能卖1块钱1株，3公

分的15块钱一株，一亩地能赚

好几万元。”钟敏说。

柳州市海波苗木种植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汤海波也于

2009年放弃在广东经营的餐

饮店，返回下陶村，发展紫荆花

苗产业。他认为，花苗亩产值

高，且当地的气候十分适宜种

植，前景良好。

钟敏介绍，如今村里种有

2000多亩紫荆花苗，几乎家家

户户都参与其中，除供应柳州

本地做绿化外，还远销云贵川

等地。下陶村近年来还拓展了

不少花苗品种，发展了100亩

九品香莲基地。“2000亩紫荆

花苗每年销售额都有近700万

元，九品香莲年产量约有60万

朵，2019 年收入 200 万元左

右。”2017年，下陶村实现了全

村1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整体
脱贫。2019年，下陶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18000多元，同比
增长约8%。

花木经纪人搭建市场花木经纪人搭建市场
““绿色桥梁绿色桥梁””

随着花苗产业越做越大，
产品如何卖得掉、卖得好、卖得
久？这成了下陶村不得不面对
的问题。“普通的村民销路不
多。”柳州市时鲜种养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覃向鲜说，花苗产量
增大后，缺少足够的销售渠道，
一些村民只能将花苗挖出来，
拉到附近的集市上摆摊售卖。

“有时卖不出，花苗也死掉了。”
此外，当时村民的组织程

度相对较低，村里的花苗售价
混乱。“散户很多，有的要价过
高，有的给钱就卖，忽高忽低的
价格不利于产业的长远发展。”
钟敏说。

为了破解这些难题，当地
党委政府开始引导村民成立合
作社，同时培养一批花木经纪
人。2015年开始，村里的专业
合作社渐渐组建起来，如今，下
陶村仅大型的花木合作社就有
10个，经纪人近30人。“市场由
经纪人去对接，一般村民只管

种植。”钟敏说。

“经纪人不但给花农们带

回来信息，自己也带头培育新

品种，优化当地的苗木种植结

构。”下陶村驻村工作队员韦霁

琛说。经过多年的探索，下陶

村培养出了一套涵盖苗木培

育、种植、销售的队伍。“平时村

里的花苗都是经纪人和合作社

帮忙销售，跟着订单走，有多大

订单我们供多少苗，再也不用拉

着花苗到处售卖了。”覃引成说。

转型升级 释放“美丽经济”

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苗

木的市场需求发生变化，紫荆

花苗的市场逐渐饱和，伴随而

来的则是行情整体下滑，村民

收入减少。

此前大量供应紫荆花小苗

的下陶村受市场冲击更为明

显。“如今做紫荆花苗产业的人

也越来越多，小苗市场已经饱

和了。”汤海波说，像从前那样

单一地供应小花苗，很难再有

市场。

转型升级迫在眉睫。“相比

较过去苗小而量大的状况，花

苗种植的专业化、标准化和品

牌化才是当下的发展方向。”石

碑坪镇农服中心主任陆安妮

说，在她看来，换个思维理解市

场下滑，就是苗木产业结构的

一个调整期，也是提升标准的

过渡期。

陆安妮认为，虽然小花苗

行情不比从前，但在市场上尺

寸大的苗木还是供不应求。“要

跟市场接上轨，不仅品种要好，

树形要好，档次也要提高，符合

市场需求才有出路。”

为了适应市场，下陶村从

调整供给侧发力，看准市场曲

线播花种，合理调整苗木供应

时段，同时将小花苗的种植面

积缩小，逐渐转变为培养成品

紫荆花树。此外，针对市场需

求，村里渐渐拓展种植其他花

苗品种。

与此同时，一些花产品开

始往深加工方向发展。覃向鲜

种植的九品香莲，除供应花苗

外，形成了集莲花种植、采摘、

烘干、包装和销售的完整产业

链，打造花茶产品，带动下陶村

30多户农户就业。

“花经济”不仅直接带动村

民增收，还将村容村貌变得更

加美丽。如今的下陶村里，粉

色和白色的紫荆花，紫色和蓝

色的蓝楹花，黄色的黄花风铃

木，金色、紫色、黄色和蓝色的

九品香莲，各色花卉随着季节

变化而绽放，下陶村成了名副

其实的“彩虹村”。

数字城市与国际标准研讨会强调数字城市与国际标准研讨会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