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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春雨沥沥，记者走进北
仑区柴桥街道河头村。道路两旁的
花田里，工人们身披雨衣，加紧栽
种杜娟等花苗，一块块花田黄绿交
错，碧水环绕，很是美丽。

柴桥是宁波著名的花木之乡，
主打产品是杜鹃、茶梅、法青一类
的小型绿化灌木和观赏盆景，有大
小花木企业 200 余家，形成了苗木
生产、销售和社会化服务一条龙产
业体系。据柴桥花木农合联负责人
孙安国介绍，这几年绿化类灌木的
行情变动剧烈，各品种差异很大。
比如一年生的杜鹃花苗，2019 年

“低潮”时 1 元钱能买 4 株，去年突
然“热”起来，价格猛涨到每株 1
元，今年开春涨到每株 1.3 元，两
年多时间价格差了 4 倍。“按每亩
地种 5 万株计，产值将近 6 万元，
非 常 高 了 ！” 孙 安 国 说 ， 相 比 之
下，茶梅苗就冷落了许多，主要当
篱笆用的法青也未见大起色。

现在小型观赏类花木比较受市
场欢迎，以四五年为一个周期，市
场呈现波状起伏。在著名的高山花
木村溪口三十六湾村，其引以为傲
的五针松最近几年逐渐恢复元气。
村中的农户家家庭院摆满了五针
松、大阪松等盆景，整个村庄花木
种植面积上千亩，经常有市民自己

开车到村里来选购盆景。村“第一
书记”竺清松说，五针松在 20 世
纪 80 年代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
如今已回归正途，且得到了很多爱
花人的赏识，一盆五针松根据树
龄、造型不同，能卖到数千元至数
万元不等，村中经营好的花农，年
收入有数十万元。

相比之下，樱花、红枫、桂花
等大规格乔木依旧没走出颓势。上
周，记者沿浒溪线奉化段往山里
进 ， 看 到 不 少 花 木 场 在 装 运 花
木，运往外地销售。花农老刘告
诉 记 者 ， 虽 然 有 部 分 大 树 在 卖 ，
整体状况依旧不容乐观，大型乔
木价格滑坡是从 2012 年前后开始
的，比如胸径 15 厘米的红枫，最
高时每株能卖 7000 千元，现在卖
1000 元都没人要，“对很多农民来
说，以前是‘摇钱树’，现在却成
了‘废料’”。

四明山区是我市大规格乔木的
主 产 区 ， 包 括 奉 化 的 溪 口 、 西
坞，余姚的大岚、四明山及海曙
章水、杖锡等地。奉化区花木协
会会长王六初说，樱花、桂树、红
枫、广玉兰等大路货品种，这几年
市场呈现 L 型走势，尽管低位徘徊
了数年，但短期内还看不到转暖的
迹象。

“小个”得宠 “大个”遇冷

市场“冷热不均”

记者 余建文 文/摄

春日融融，万物萌动，也是栽苗植树的好时节，花农们迎来

生产、销售旺季，一车车苗木、大树装车运往各地种植。

宁波是浙江省的花木大市，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花木产

业已有了不小的规模，成为很多山区乡镇的支柱产业。但最近

10年间，花木市场行情大起大落，特别是传统乔木树种市场遇

冷，身价“一落千丈”，很多花农遭受重创。

眼下，花木产业是否已走出“低谷”，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

花木生产如何补“短板”，蓄积新的竞争力？这些都直接关系着众

多山区群众的“饭碗”。最近，记者走进北仑、奉化两地的多个花木主

产区，与林业专家、花木大户共同探究宁波花木产业的转型之路。

花木是“活”的建材，也是
“活”的艺术品。在邬贵阳眼里，
随着市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审美需
要，花木产业的后续发展，要主动
寻找新的市场，“除了迎合市政建
设、房地产开发对花木的需求，还
要抓住新农村建设、庭院美化契
机，培育小型化、精品类花木，走
多元化路线”。

浙东山茶花是宁波的一个代表
性品种，长得快，但花型不美。几
年前，金华花农从宁波买去茶花
苗，通过嫁接技术，变成四季茶
花、香味茶花，在华北很受欢迎。

“小小一盆能卖几百元，而我们这
里卖树苗才几十元一株。”邬贵阳
说，观赏性花木市场很大，树形矮
化，向盆景化发展，是一个方向。

花木比的是颜值，修剪、造
型 的 好 坏 ， 使 得 身 价 大 相 径 庭 。
在 柴 桥 瑞 岩 村 ， 路 边 种 植 的 茶
梅，株株经过精心设计，成为一
道赏心悦目的风景。孙安国介绍，
一棵修剪好的，宽 1.5 米、高 3 米
的茶梅柱子，售价高达 1.5 万元，
当地岭下村一名姓林花农栽培的

30 多年茶梅，冠幅达 6 米，有人
甚 至 愿 意 出 价 20 万 元 购

买。“花木种植是重体力
劳动，现在雇一名工

人 ， 一 天 工 资 就 要
500 元 。” 孙 安 国
说，农合联积极
引导花农培育微

型盆栽，培育附加值相对较高的苗
木，亩均效益上去了，花农才能实
实在在增收。

花木行情的起起落落，与行业
的小、散有关，大多数花农无法及
时了解市场的变动情况。为了帮
助农户搞好花木经济，柴桥街道
自 2017 年起，组织成立街道人大
助农团，打造“花木驿站”，搭建
花木信息采集、行业推广、信用
评价、信贷支持、政务服务等五
大花木体系。每个村社设立信息采
集站，并依托花木协会、经纪人以
及种植大户，多渠道收集本地种
植信息及花木市场信息。通过整
合信息资源，每半月发布一次花
木 供 求 信 息 ， 建 立 “ 花 木 供 求
群”，帮助花农实现产销对接，畅
通销售渠道。

农旅融合，衍生花木产业链。
在 海 拔 700 余 米 的 奉 化 三 十 六 湾
村，村里盆景园一期工程已经完
工。竺清松说，接下来的二期项目
里，要把好的花木放进去，既有从
外面采购的，也有各家村民拿来的

“宝贝”。“村庄在三隐潭和徐凫岩
两个景区之间，我们要利用好这个
优势，把高山花木村的牌子打得更
响，让更多人到村里来旅游，购买
花木。”王六初还有个想法，希望
能在奉化建一个大型花木超市，占
地上千亩。“仅奉化一地，就有很
多好的花木场，但缺乏一个好的展
示、销售平台。”王六初说，各家
把自己的精品花木拿出来，集中一

处，就是一个花木“大观园”，办
成 一 个 新 景 区 ， 对 花

木 产 业 和 乡 村 旅
游都有极大的

促进意义。

培育精品 农旅融合

探 索 产 销 新 路 径

“花木价格的大起大落，凸显
出产品供给端的失衡状态。”奉化
区农技服务总站林特专家邬贵阳
说，很长一段时间，农户“跟风”
引种，风险意识不够，造成山区花
木种植品种单一化，供过于求，最
后导致价格滑坡。

宁波的大型乔木生产自 20 世
纪 90 年代中期从奉化率先起步，

逐步向四周扩散。因为正好赶上城
市建设、房地产业发展的黄金时
期，山区栽植大型乔木迎来爆发式
增长。2000 年之后，安徽、山东
等地也看中了这个行业的商机，大
量从宁波购买樱花、红枫等苗木进
行 种 植 。“ 他 们 是 平 原 密 集 化 栽
植，而我们是山区散种，人工、运
输等各种成本要高很多，缺乏竞争
优势。”在花木行业摸爬滚打了 30
多年的邬贵阳说，七八年前，北方
的樱花、红枫等长大了，开始大批
量投放市场，最终导致各地低价竞
争，互相倾轧，价格“雪崩”。

“逢滞不丢，逢风不搞”，这

精研技术 调整结构

提 升 花 木 竞 争 力

面对市场行情的大起大落面对市场行情的大起大落，，是是““固守阵地固守阵地””还是求变创新还是求变创新——

宁波花木产业宁波花木产业““突围突围””之路怎么走之路怎么走

是王六初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花
木是个很微妙的东西，没有统一的
产品标准，哪株好哪株不好，“各
花入各眼”。而经营得好的花农，
都有自己独到的优势，比的是技术
和营销能力。

这几年，栽培技术越来越受到
花农的重视，也是产业竞争力的一
个重要指标。只要大型乔木种得
好，还是有人要，同样能赚到钱。
王六初带记者走进萧王庙的绿都花
木场，这里的槭枫是用青枫嫁接
的，一株株种得很疏朗，阳光照射
足、虫害少，长得格外漂亮，售价
比别处要高 1 倍左右。“种好一株
树，需要长期的精心打理，修剪、
施 肥 、 除 虫 等 各 环 节 一 个 不 能
少。”王六初说，早些年农户随便
在山上种树，任其野生野长然后卖
钱的年代早过去了。这两三年来，
协会不间断地邀请林业专家、技术

能手，向协会的 170 余家成员单位
传授花木栽培技术，补齐之前技术
方面的短板。

北仑柴桥的杜鹃花、奉化三十
六湾村的五针松，都有上百年的栽
培历史 ， 培 养 出 了 一 批 “ 护 花 ”
高手，也造就了两地花农在行业
里 的 优 势 地 位 。 三 十 六 湾 村 里 ，

“ 花 三 代 ”“花四代”为数众多，
承继了前辈的手艺，特别是嫁接这
一把“刀”，在长三角地区赫赫有
名。位于柴桥的北仑亿润花卉有限
公司早在几年前就研究容器苗的培
育，其大棚花房里，杜鹃花苗都是
种植在花盆里的，且品种繁多。公
司负责人沃绵康说，容器苗一年四
季都可以出苗，移栽成活率较高，
很受市场欢迎，价格平均要比同类
地栽苗高出三成左右。这既是苗木
生产方式的转变，同时也有利于保
护耕地。

移栽大树移栽大树

花农养护大阪松花农养护大阪松三十六湾村千亩松林三十六湾村千亩松林

柴桥花农给罗汉松柴桥花农给罗汉松““打包打包””运往外地运往外地

溪口沙堤村精品花木展示园溪口沙堤村精品花木展示园

林间花木带为山乡添美景林间花木带为山乡添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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