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风轻拂杉林溪，牡丹笑迎八方宾。连日来，海拔1600多米的杉林溪热闹异常，来自不同地区的游
客，与牡丹同赴一场春天的“约会”。这片常日清幽闲适之地，因为一朵朵盛开的牡丹而平添一份动感和激
情。赏毕千姿百态牡丹，来自洛阳的牡丹永生花又让台湾同胞眼界大开，一朵朵“绽放”在玻璃盒内的永生
花，将牡丹的观赏魅力再次放大。

核
心
提
示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
是古人对牡丹的赞誉。牡丹不仅是中国的传
统名花，也是世界上久负盛名的花卉之一，素
有“花中之王”的美称，历来被视为富贵、幸福、
美好、繁荣的象征。洛阳牡丹历史悠久，深受
广大人民喜爱。然而一朵牡丹从含苞到盛放，
只有短短半个多月。刹那芳华凋零后留给人
的总是淡淡的惋惜，让“百花之王”常开不败香飘四海，一直是人们的愿望，
但如今这愿望已不再是奢望。

真空冷冻技术应用于牡丹深加工的成功，让洛阳牡丹定格在了最美的时
刻，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魔术”，让牡丹述说着不老的青春，而洛阳泉炳堂天
宫牡丹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金栓就是一位会施这项“魔术”的人。 泉炳堂洛阳牡丹永生花参展广州博览会泉炳堂洛阳牡丹永生花参展广州博览会 加工车间内的牡丹永生花成品加工车间内的牡丹永生花成品

让“百花之王”常开不败香飘四海

泉炳堂牡丹永生花的良好市场前
景，让刘金栓有了更远大的目标，他希望
通过他的努力，能让洛阳牡丹永远在全
世界各地四季绽放、生根开花，成为洛阳
的另一张“新名片”。

今年刘金栓计划在博物馆附近，
筹建一个洛阳牡丹永生花展览馆，不
久的将来，一年四季八方游客都能在

这里看到各种品种牡丹的芳容，冬季
来洛观赏牡丹不成问题。另外，占地
50 亩的泉炳堂洛阳牡丹永生花的新厂
也进入了伊滨区牡丹深加工聚集区，
投资 2600 万元的现代化牡丹生态加工
新厂将建成生产，年生产牡丹永生花
的能力将达 200 万朵，预计产值上亿
元。

刘金栓说，泉炳堂洛阳牡丹永生花
的出现不但延长了牡丹鲜花的生命期，
更重要的是打破了国内牡丹永生花批量
生产的技术壁垒，填补了洛阳永生牡丹
的空白，丰富了洛阳牡丹深加工产品，延
长了牡丹产业链条，提升了牡丹的经济
价值。

本报记者 戈晓芳/文 鲁博/图

为了尽快地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
力，2012年刘金栓就带着刚刚试生产成
功的洛阳牡丹永生花，参加了东盟博览
会。会展上，牡丹永生花的芳姿吸引了国
内外牡丹喜爱者的眼光，随即刘金栓就拿
到了制作5万朵牡丹永生花的订单，每朵
售价在500元人民币左右。

2013年9月，刘金栓再次带着他的洛
阳牡丹永生花来到了广州博览会上。洛阳
牡丹永生花现场，观众对洛阳牡丹永生花

赞叹不已。“那这些牡丹花是怎么做的？是
直接摘下来就风干吗？”一位来自台湾的商
人，边问边不时低下头闻一下花香。

“当然不是了，这些花朵和枝叶都是
在每年 4 月牡丹盛开时节采摘下来的。
运用现代真空冷冻技术加工制作而成，
其花色、花形、花貌、花韵均保持牡丹鲜
花生命姿态，洛阳牡丹永生花不仅克服
了牡丹鲜花不能长期保存的缺陷，还融
汇了中国插花艺术和中国国画艺术，具

有很好的观赏价值。”听完刘金栓的讲
解，台湾商人对 洛阳牡丹永生花赞不绝
口，当即购买四套带回台湾，并表达了想
成为泉炳堂洛阳牡丹永生花台湾总代理
的意愿。

去年牡丹文化节前，泉炳堂洛阳牡
丹永生花正式投产，一年内泉炳堂洛阳
牡丹永生花远销到了北京、广州、香港等
城市，并给刘金拴带来了数百万元的收
入。

泉炳堂洛阳牡丹永生花，顾名思义是
通过科技手段把牡丹花的姿容长时间留在
人间。

从一枝色艳花大的牡丹上，裁取枝、叶、
花等材料，通过真空冷冻技术，把这些材料
放在温度、湿度、冷冻、负压适合的特定环
境下，对材料进行升华脱水、定型、保色、
储存、制作，最后进行包装，经过30多道工
序，一朵鲜活的牡丹永生花就展现在我们
眼前。

虽然距离今年的牡丹文化节开幕还有
一段时间，但泉炳堂洛阳牡丹永生花的生产
车间内，已是花的海洋。这里的“姚黄”“魏
紫”等本土牡丹，以及“花竞”“花王”等日本
牡丹仿佛被施了魔法，已经提前争奇斗艳。

“只要排除空气的直面氧化、不受太

阳的高温辐射，泉炳堂洛阳牡丹永生花就
可以保持娇艳姿态长达两年之久。”刘金
栓说，永生花产品自上世纪在德国问世
后，就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白领阶层和上流
消费者们的追捧。目前日本市场上永生
花同样非常畅销，每年需求量至少在 1 亿
朵以上。

现在国内市场上也有不少商家开始开
发永生花产品，但多以玫瑰、康乃馨等为主，
牡丹永生花极少。之前山东牡丹产地也有
个别企业在尝试研发牡丹永生花，但是受传
统的手工式生产等技术条件的限制，产品供
应量较少。而泉炳堂洛阳牡丹永生花是将
真空冷冻技术运用于其生产上，32小时就能
生产出数千朵牡丹永生花，不仅产量大，且
色泽更加娇艳。

刘金栓是土生土长的洛阳人，对于牡丹
他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提起牡丹的时候，言
语中总是透露着满满的愉悦、从容、自信与
骄傲。一直以来他都有一个愿望，就是让牡
丹打破“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
的赏花局限。

“洛阳牡丹享誉海内外，以前游客们只
有在特定的时节才能欣赏到牡丹的姿容，后
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尽管有了催花技术，人
们在其他季节也能看到牡丹开花，但由于牡
丹的花期短，仍难以天天看到牡丹花的芳

容。”刘金栓说，要是能有一种办法让大家足
不出户就欣赏到鲜艳盛开的牡丹，让牡丹天
然、生动的姿容天天伴随在人们的衣食住行
中，那该有多好。

在这个想法的激励下，2010 年刘金栓
向河南省轻工学院的相关专业教授拜师学
艺并进行合作研发，随后又奔赴西安、山东、
浙江等地多方进行设备和技术考察。经过
一年多上百次产品试验与实践探索，他运用
真空冷冻技术研发出了泉炳堂洛阳牡丹永
生花 这款牡丹深加工产品。

让国色牡丹常开不败

高科技育出不老牡丹

洛阳牡丹永生花市场受热捧

拉长牡丹产业链助推经济发展

设计造型 娇艳欲滴 造型美观

泉炳堂洛阳牡丹永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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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容娇态本天赐 芳姿永驻赖妙手

洛阳牡丹永生花在台大放异彩

在泉炳堂洛阳牡丹永生花推介会上，洛阳泉炳堂
天宫牡丹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金栓手中捧着的一盆
牡丹永生花成了耀眼的“明星”。

“首先选择花大色正的牡丹，通过对枝叶和花的剪
裁和真空冷冻，对鲜花进行塑形、脱水、保色等处理，就
制作出了这盆牡丹永生花，它保持了牡丹盛开时的最
佳色泽和状态。”刘金栓向大家介绍了牡丹永生花的主
要制作过程。当得知需要30多道工序才能制作一盆
牡丹永生花后，在场的台湾同胞纷纷露出惊讶和赞许
的目光。

“太精致了，这和开在牡丹园里的牡丹一样美丽。”
台湾游客刘月华看着牡丹永生花不住地赞叹。她说，
自己是第一次在牡丹园内看到真实的牡丹，已是惊喜
不已，牡丹永生花更是让她大开眼界。“离开杉林溪时，
我一定要买几盆牡丹永生花，带给亲戚朋友。”刘月华
说。

“泉炳堂洛阳牡丹永生花的出现不但延长了牡丹
鲜花的生命期，也突破了国内牡丹永生花批量生产的
瓶颈，丰富了洛阳牡丹深加工产品，将牡丹的观赏价值
更好地转变为经济价值。”洛阳泉炳堂天宫牡丹科技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刘金枝介绍。

台湾南投县观光协会秘书萧美瑜说，这款牡丹深
加工产品的研发非常成功，将牡丹本身最直接的观赏
价值进行了延展和提升，也满足了游客足不出户就能
欣赏牡丹风姿的需求。

在展销推介会上，洛阳泉炳堂天宫牡丹科技有限
公司与杉林溪游乐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达成代销协议，
杉林溪游乐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成为牡丹真花在台代理
商，在旗下展馆开设牡丹永生花及其他牡丹特色产品
展销区，负责该产品的推广和销售，预计年销售额
1000万元。此外，南投县安玛莉服饰饰物专营店也与
洛阳泉炳堂天宫牡丹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口头协议，将
利用旗下连锁店，设专柜展示、销售牡丹永生花。

本届杉林溪牡丹文化节期间，来自台湾不同地
区的赏花游旅行团成为杉林溪游客的主力。据杉
林溪游乐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部经理李侑璘介
绍，本届文化节开幕至今，杉林溪森林生态度假园
客房部每日入住率基本接近饱和，其中以两日游的
赏花游团队为主。有时，客房还在整理中，就已有
游客在登记等候入住。

赏花游的热潮让杉林溪的客流量不断增加，也让
洛阳牡丹的形象不断深入人心。每天，各个旅行社的
导游带领游客穿梭在牡丹丛中，他们也成了洛阳牡丹
最好的推广者。

家住台北的欧阳明从事导游工作已5年，虽然见

多识广，但本届牡丹文化节也是他第一次亲见牡丹芳
容。欧阳明从小就喜欢美术，对牡丹的认识一直是靠
书本，画牡丹也只能临摹书上的插画，因此，看看真实
盛开的牡丹是他长久以来的梦想。“花如其名，富贵大
气。”这是欧阳明看到牡丹后的第一感觉。

欧阳明还专门查阅洛阳牡丹的相关资料，熟记于
心，向游客介绍。从本届文化节开幕至今，他已带了
好几个赏花游团队来杉林溪，每一次都会尽可能多地
将自己了解到的知识介绍给游客。“洛阳与台湾同根
同源，牡丹为两地人民所共同喜爱，作为一名导游，理
应成为洛阳牡丹和牡丹文化的推广者。”欧阳明说。

本报记者 鲁博 文/图

赏花游不断升温

牡丹永生花推介会举行

泉炳堂洛阳牡丹永生花受到台湾游客赞许

洛阳泉炳堂天宫牡丹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刘金枝（左）
向杉林溪游乐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赠送牡丹永生花

国色竞相绽放，游客流连忘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