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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货币政策或维持中性
央行在五一小长假后的首个工作日继续进

行正回购操作，其操作规模恰好对冲了本周到
期的300亿元正回购，使得5月资金面平稳开
局。央行 2 日早间开展了人民币 300 亿元 28
天期正回购操作，规模较上周四增加 120 亿
元。正回购利率保持在2.75%的水平。若央行
不再进行其他操作，则本周公开市场将达到平
衡状态，净投放以及净回笼均为“零”。

交易员指出，央行今天“不多不少”的正回
购操作，显示其有意维持中性的货币政策，一方
面在经济弱势复苏背景下，货币政策无收紧的
必要；另一方面，经济政策“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和效益为中心”，央行也无进一步放松的动力。

银行资本充足率普降
日前，16家上市银行第一季度业绩报告密

集亮相。从盈利状况来看，上市银行净利润增
速继续维持下滑态势。

值得一提的是，从上市银行业绩上可以看
出，继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商业银行资本
管理办法(试行)》后，银行均已按照要求重新计
算资本，也包括对住房抵押、国内银行债权等
各类资产风险权重进行重新计提。在此影响
下，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出
现普遍下降。

业内研究机构判断，年内银行业核心资本
和资本充足率将分别下降 0.85 个百分点和
0.72 个百分点，到今年年末，上市银行的资本
金缺口可能超过千亿元。

4月PMI低于市场预期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与国家统计局周三

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4月官方制造业采
购经理人指数(PMI)降至50.6，低于此前市场预
期。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公告中表示，4
月PMI小幅回落，表明经济回稳的基础还不巩
固。数据暗示，在受困于全球经济低迷及内需
不振之际，中国制造业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出现
的上升势头依然脆弱。

4月官方PMI分类指数中除原材料库存指
数持平外，其余均较前月下降。新订单指数和
新出口订单指数的下降尤其值得注意，这表明
中国在努力抑制国内房地产市场投机活动的同
时，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出口行业未来可
能存在问题。

（均据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

近年，信用卡遭异地盗刷的事件屡见不鲜。日
前，有网友发帖称，如发现信用卡被异地盗刷，应立
即到附近的ATM机或POS机上取现或消费，以留
证说明信用卡所在地与盗刷地点的不同。这样的取
证方法有效吗？

某国有银行信用卡中心驻洛阳办事处一名工作
人员表示，如遇信用卡遭盗刷情况，整个理赔程序需
要保险公司、公安机关、银行三方协调，仅凭持卡人
单方面举证，银行很难给予认可。“即便去附近银行
刷卡或者取现，也不能证明持卡人的‘清白’。”该工
作人员说，以此举证并不能排除持卡人与他人串通
刷卡的可能。

河南惠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卫晓明认为，有两种
做法可作为主动举证的方法：如遇信用卡发生异地
盗刷情况，持卡人可第一时间挂失、冻结卡片，然后持
该卡到发卡银行辨别真伪，并拍照或录像；如果持卡
人周边没有发卡银行，可到就近的ATM机取现或
到正规商户POS机上刷卡交易，并留取影像记录。

业内人士建议，持卡人一旦察觉信用卡被盗刷，
最好在第一时间拨打客服电话挂失，因为这是最正
规、最有效的方法。拨打客服电话时的录音，可作为
警方的断案依据。 本报记者 王子君

信用卡遭异地盗刷
应在第一时间挂失

牡丹文化节期间，游客争相与各色牡
丹留影的场景随处可见，说明雍容华贵的
牡丹深受人们喜爱。记者采访发现，近年
来，牡丹（芍药）已成为鲜切花市场的新兴
花卉。业内人士表示，洛阳牡丹（芍药）鲜
切花市场十分广阔，牡丹（芍药）鲜切花将
成为我市牡丹产业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

牡丹鲜切花种植面积大增
近日，在偃师市首阳山镇郭坟村的牡

丹（芍药）鲜切花基地内，在绿叶丛中，点
缀着星星点点的红色、白色、黄色、粉色，
花农们忙着将已经“绽口”的芍药采摘下
来送入冷库。“这批鲜切花将运往云南和
美国西雅图。”神州牡丹园负责人说，芍
药的花期比牡丹要晚一阵子，牡丹鲜切
花已采摘完毕移入冷库保鲜，在5月中旬
前，要将这些含苞待放的芍药鲜切花全
部采摘下来。

近年来，我市牡丹（芍药）鲜切花产业
化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伊滨区、偃师市建
立了多个牡丹（芍药）鲜切花基地，品种有
30余个，花色以红、粉、黄、白等为主。其
中，神州牡丹园在偃师市规划种植了
4000亩牡丹（芍药），在全部建成后，该基
地将成为全国最大的牡丹（芍药）鲜切花
基地。目前，该园已种植牡丹（芍药）
1000多亩，年供应牡丹（芍药）鲜切花100
万余枝，主要销往北京、上海、广州、云南，
并出口欧美牡丹鲜切花市场。

“十二五”期间，我市将新发展牡丹种
植面积4万亩，年产牡丹鲜切花400万枝。

一枝花在欧美卖四五十美元
“目前在国外市场上，牡丹（芍药）鲜

切花的需求非常大，美国、法国、英国、日
本、澳大利亚等是牡丹（芍药）鲜切花的消
费大国。”河南科技大学农学院副院长、
洛阳牡丹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史国安
说，在国际花卉市场上，近年来牡丹（芍
药）鲜切花的销量增长幅度已超过月季、

百合等传统鲜切花，其价格也是水涨船
高，像在美国西雅图，一枝牡丹鲜切花的
零售价格为四五十美元。

不只国外对牡丹（芍药）鲜切花的需
求逐年增大，国内的市场需求也在逐渐增
大，如今在婚礼、宴会等场合，随处都能见
到牡丹（芍药）鲜切花的身影。

“花农种植牡丹（芍药）鲜切花的经济
收益也十分可观。”在伊滨区种植了 500
亩牡丹（芍药）的王红宾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一亩鲜切花基地，丰花期可产8000枝
至1万枝鲜切花，目前国内市场每枝鲜切
花的批发价在3元左右，一亩鲜切花基地
的年收入为两三万元。

以牡丹为“龙头”带动花卉
产业腾飞

史国安说，与其他城市相比，洛阳发
展牡丹鲜切花产业具有明显的优势。牡

丹在洛阳有悠久的种植历史，而牡丹文化
节作为国家级的节会，已有了较大的品牌
影响力。

我市地处中原腹地，拥有高速公路、
高速铁路等发达便利的交通网络，这也
为发展鲜切花产业提供了基础条件。我
市在牡丹鲜切花保鲜技术上处于世界领
先水平，保鲜期可达 200 天，从冷库里取
出的鲜切花，插入有水的花瓶中，半个小
时可盛开。

实现牡丹鲜切花产业的腾飞，还需利
用我市发展牡丹产业的优势进行规模化
种植，像神州牡丹园目前在偃师的种植基
地，采取的是“公司+基地+农户”营运模
式，实行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将零散
花农进行整合。

另外，牡丹（芍药）鲜切花生产初期投
入较大，购买种苗、建造冷库、采后保鲜、
运输等都要有所投入，很多企业和花农在

技术不成熟、资金没保证的情况下不敢涉
足，因此政府应该出台相关的鼓励扶持措
施帮助企业培育市场、开拓市场。相关科
研单位也应该与企业合作，丰富鲜切花的
种类与颜色，以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

还有业内人士认为，要真正实现“牡
丹总领群芳”这一目标，需做大做强牡丹
鲜切花产业，并通过牡丹鲜切花这一“龙
头”，带动其他花卉产业共同快速发展。

本报记者 戈晓芳 文/图

“十二五”期间，我市将新发展牡丹种植面积4万亩，年产牡丹鲜切花400万枝

牡丹鲜切花产业腾飞正逢时

“每天看着花圃里生机勃勃的花木，
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养花不仅让我走上
致富路，而且天天都有好心情。”靠辛勤劳
作开创一番事业的张留枝说，创业不容
易，只要坚持下去，就会得到回报。

艰难创业 失败不气馁
1997年，张留枝所在的企业由于效益

不好，不少职工选择了自主创业。看着别
人都找到了人生新方向，张留枝很着急。
身为厂里花房的养花工，她手里没有多少
创业资金，前途一片渺茫。

一天早晨，当张留枝来到花房上班时，
看着眼前的一盆盆鲜花，她突然想到，别的
业务咱不懂，养花技术还是掌握一些的，不
如尝试自己养花、卖花，这或许能赚到钱。

有了这样的想法，张留枝便将厂里
500平方米的花房承包了下来，并到广州
等地挑选花木品种。在第一批花木购进
之后，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待在花房

里给花浇水、施肥、修剪枝叶。然而，1997
年冬天的一场大雪，把花房的顶棚压垮，
许多花木被冻死。

“那一次损失很大，100 多盆‘一品
红’‘绿萝’‘变叶木’等花木全部死掉，前
期投资的1万多元血本无归。”张留枝说，
越是遭遇困境，越是不能放弃。第二年，
她又购进一批新的花木，重新开始种
植。有了之前的教训，这一年，张留枝种
养的 200 余盆花木全部存活下来，并且
生长茂盛。

以租代售 诚信树品牌
有了产品，如何推销是个大问题。
起初，张留枝和许多商家一样，将种

养的花木交给一些代售商，让他们推着三
轮车沿街叫卖。在试了两三个月后，张留
枝发现，这样的销售方式不仅卖不出多少
产品，而且单品收益也太低。

“必须采取和别人不同的营销模式，

这样才能赢得市场先机。”张留枝说，由于
自己在企业中工作过，所以知道一些企
业、酒店都需要摆放鲜花，而大多数客户
选择的是直接购买盆花回去自行种养。
这中间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并不了
解每种花木的习性，很容易出现花木枯黄
甚至死亡现象。如果以租代售，定期到客
户那里检查花木的生长情况，在租约到期
后，为客户更换新的花木，这样应该能吸
引一批顾客。

从 1998 年下半年开始，张留枝奔波
于市内一些高档酒店和大型企业联系租
用花木业务。这种租用方式在当时较为
新颖，得到不少顾客认可，业务量也随之
增加，平均每年的营业额为7万元。

做生意最重要的是诚信。张留枝为
每一位客户提供的花木，都是经过长期种
养，在确定生长情况良好之后，才交到客
户手中。一旦客户种养的花木出现病害，
张留枝都直接更换鲜活的花木。

扩大规模 开拓新市场
“从2000年开始，从事花卉种植的商

家越来越多，单靠经营这一项业务，以后的
利润会越来越薄。”张留枝说，2002年，她
又投资2万元在市区开设了一家鲜花店。

在经营规模扩大后，张留枝销售的花
木品种有 30 余种，并在新村花卉市场内
租用了4000余平方米的场地当花圃。她
说，现在家庭养花的人越来越多，自己的
经营思路也在逐步转变。从过去以企事
业单位的业务为主，转向个人消费。凡是
在店内购买花木的客户，只要在种养过程
中遇到问题，店内就会安排技术人员上门
服务。由于店内信誉好、服务优，店内的
不少客户都是回头客。 本报记者 王蕾

“花房姑娘”闯出致富路

切花通常是指从植物体上剪切
下来的花朵、花枝、叶片等的总称。
它们为插花的素材，也被称为花材，
用于插花或制作花束、花篮、花圈等
花卉装饰。

16年前自主创业，以执着和诚信赢得众多客户认可——

切花

花农正在采摘已“绽口”的芍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