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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国家示范区
提升洛阳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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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牡丹：
走四方，岁月长……

本报记者 赵佳 见习记者 朱艳艳

一批又一批洛阳牡丹走出古都，带向四方的不仅是花朵的艳丽
芬芳，更是古都洛阳人民的深情问候和诚挚祝福。从“一城之人皆若
狂”到“花开五洲香飘四海”，牡丹远赴他乡的脚步，也是洛阳美誉度
不断提升的过程。

洛阳牡丹始于隋，兴于唐，甲天下于
宋。唐朝时牡丹曾东渡日本流芳百世；宋
朝战乱之时，牡丹由北方传至南方，逐渐
辐射华夏大地。时光荏苒，历经千年风
雨，洛阳牡丹再次整装待发，花开他乡，
成为宣传洛阳、促进文化交流的使者。

“1985年至1999年，洛阳牡丹曾分
四批被交流到日、法等国。”已过花甲之
年的金志伟曾任市牡丹开发管理办公室
主任，退休后在我市牡丹文化研究会工
作。金志伟说，因为洛阳牡丹品种以杂色
体为主，而国外牡丹品种以纯色体为主，
通过交流及研究，可繁育出更多优良品
种，丰富牡丹种类。

金志伟回忆，1991 年时，一朵胡红
40 元，一朵洛阳红 25 元。当年，美国一
家花商提出想购买 1 万株黑牡丹，但当
时我市黑牡丹的总数还不足200株，巨
大的“蛋糕”摆在眼前却吃不到嘴里，只
能干着急。

从 1992年开始，在政府部门的牵线
搭桥下，洛阳牡丹开始定期参加国内各重
要花展，一方面为了提高知名度，另一方
面为了借此带动各方扩大牡丹种植规模。

在金志伟的印象中，有两次参展令
他印象深刻。在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
览会上，由于经验不足，我市参展的牡丹
经过近30个小时的铁路运输到达昆明，

但因车厢温度较高，受高温折磨的牡丹
显得有些“憔悴”。在那届博览会上，洛阳
牡丹并未取得预期的反响。

2005年第六届中国花卉博览会，金
志伟和其他牡丹专家在距博览会开始还
有近50天时，就将洛阳牡丹运往举办地
成都，还在当地租了一块地培育牡丹；同
时向组委会申请，举行洛阳牡丹文化艺
术展，将洛阳牡丹文化与牡丹鲜花一起
呈现在大家面前。

“最终洛阳牡丹取得了与其地位匹配
的成绩，在博览会所设置的2000余个奖
项中，我市一举拿下近160个奖项。”金志
伟说。

2008年，随着奥运圣火的点燃，中
华民族圆了奥林匹克之梦。那一年，对于
古都洛阳来说，也是不平凡的一年——
洛阳牡丹首次花开奥运会，绽放在世界
舞台的聚光灯下。

说起牡丹的奥运之旅，神州牡丹园
技术部经理李临剑的欣喜之情溢于言
表。他是老城区邙山镇土桥村人，父亲是

牡丹栽培技术人员，由于从小受父亲影
响，他也加入到牡丹栽培队伍中，一干就
是17年。

2007年下半年，北京奥运会奥运花
卉配送中心与神州牡丹园联系，表示希望
将洛阳牡丹作为北京奥运会礼仪用花。

“接到这个任务后，既欣喜又忐忑。”
李临剑说，洛阳牡丹花开世界级体育盛

事，作为洛阳人很自豪。但根据奥运花卉
配送中心的要求，必须保证牡丹在奥运
会开幕式当天盛开，这要求有很高的催
花技术。

李临剑坦言，当时他仅有七分把握。
他和其他 17 名牡丹技术人员精心挑选
形状好、成花率高、色泽艳丽、花朵硕
大、极具观赏效果的牡丹品种；在催花
阶段，他们根据花蕾、枝叶的长势，对光
照、热量、水分、肥料进行更加精细的调
整。尤其是在距北京奥运会开幕仅剩
50天的那段时间，他们几乎每天都吃住
在大棚中。

看到牡丹渐渐发芽、吐蕊、成型，李
临剑的信心也越来越足。2008 年 8 月 5
日，第一批350盆牡丹和1000支鲜切花
送达北京，这些牡丹枝叶茂盛，花色纯
正，与自然开花的牡丹几乎没有差异。

8月9日晚，当在《新闻联播》中看到
洛阳牡丹被制作成《凤戏牡丹》（左图），
绽放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盛大国
宴上时，李临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一次奥运之旅，一场牡丹之梦。洛
阳牡丹在奥运盛会上大放异彩、声名
远播。

“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
竞夸天下无双艳，独占人间第一香。”皮日
休的《牡丹》道尽了世人对牡丹的喜爱之
情。如今，在科研人员的努力下，洛阳牡
丹竞相在各地吐蕊绽放。

去年，作为我市支持西藏拉萨调整
农业结构、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一项工
作，洛阳牡丹首次被栽植在平均海拔
3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这不仅是洛
阳牡丹栽植创下的新海拔高度，也是古
都人民为藏族同胞送去的祝福和吉祥。

市牡丹开发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杨会
安全程参与了洛阳牡丹的进藏之旅。那
段旅程令他难忘。2013年9月底，他和
我市其他牡丹专家赶到拉萨，经过前期
实地考察，最终选定临近拉萨河的曲水
县作为牡丹种植区域。

“高原反应，头疼！担心牡丹苗子不
能按时运到，心焦！”这是杨会安当时最
大的感触。由于首次进藏，他们“吃不下
饭、喝不进水，头疼得想撞墙”。

9月底、10月初，西藏随时有可能下

雪，一旦下雪，青藏公路唐古拉山口就会
封闭，牡丹就无法运到拉萨。比起高原反
应带来的身体痛苦，杨会安和其他牡丹专
家更担心的是牡丹能不能按时运到。

10月中旬，凤丹白、紫斑、洛阳红等
36万株牡丹运抵拉萨，新的挑战随之而
来。青藏高原的水分蒸腾量大、太阳辐
射强、风沙大，如何让洛阳牡丹适应如此
严峻的生长环境？

经研究，牡丹专家一致认为，采用不
同规格、不同密度栽植等方式。这一方
面能提高牡丹在高原上的成活率；另一
方面为以后更多的洛阳牡丹扎根青藏高
原奠定基础。

此外，经与拉萨有关部门对接，拉萨
市区也栽下观赏牡丹30个品种500株，
分布在布达拉宫北侧宗角禄康公园、拉
萨市委院等处。

去年11月，杨会安跟随牡丹专家组
再次进藏验收。根据牡丹的生长情况，
专家组预计首批进藏的牡丹将于今年6
月绽放在雪域高原。

洛阳牡丹交流至海外，在牡丹栽培史
上留下浓墨重笔；如今，洛阳牡丹香飘海
外，更是作为一张名片，宣传古都洛阳。

“荷兰女王曾对洛阳牡丹大加赞
赏！”今年38岁的田治峰是神州牡丹园的
牡丹栽培技术人员，在他近20年的牡丹
栽培历程中，2012年赴荷兰参展世界园
艺博览会的牡丹无疑是他的得意之作。

2012 年3 月，田治峰等4名牡丹技
术人员带着 2000 株牡丹种苗，踏上了
飞往荷兰世界园艺博览会的旅程，这也
是洛阳牡丹首次亮相世界顶级园艺博
览会。

初到荷兰，人生地不熟，招不来工
人，他们只好亲自上阵——上盆、修剪、
抹药、洒水、施肥等。“不光我们水土不
服，牡丹也有点水土不服。”田治峰说，

荷兰种植花卉的大棚是玻璃温室，遮阴
效果不好，他偶然发现银红巧对、迎日
红等品种有早开迹象，这可不利于牡丹
生长。因此，他们一方面在玻璃温室顶
层涂遮光涂料，为牡丹遮阴；另一方面
向主办方申请冷库，将牡丹入库来调整
花期。

“这一次，洛阳牡丹在世界舞台露了
脸。”田治峰说，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目
睹了洛阳牡丹的雍容华贵，此后，不断有
俄罗斯、英国、澳大利亚、巴西、越南等国
家的花商对牡丹感兴趣，纷纷联系洽谈。

2013 年，750 株牡丹、芍药种苗被
运往美国西雅图，在今年牡丹文化节期
间，又有2万株牡丹运抵美国西雅图。

洛阳牡丹甲天下，早已成佳话；香飘
四海动全球，也不无可能。

本版长期征求原创图片，您可在洛阳网
“洛阳社区”摄影天地（http://bbs.lyd.com.
cn/forum-67-1.html）、河图网发帖或发送
邮件至lyrbshb@163.com，我们将择优选用。

近日，在洛宁县兴华镇西南
村，由该村村民历时半年排演的
一场新编洛宁花鼓戏《新十二月
花》精彩上演。

花鼓戏是我国汉族地方戏曲
剧种，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
河南、陕西等省均有分布。洛宁
花鼓戏源于民国初年，有戏曲、说
唱、歌舞等表现形式，表演时歌舞
并重。洛宁花鼓戏以其浓厚的地
方色彩和生活气息，深受百姓欢
迎。目前，洛宁花鼓戏正在积极
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几年，在保留花鼓戏传统
内涵和特色的同时，编创反映农
村生活和村民文化需求的新剧
目，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洛宁县
文化馆馆长段慧博说，结合我市
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工作，洛宁县正在积极开展多
个文化惠民项目，花鼓戏文化巡
演作为其中之一，正在全县展开。

本报记者 鲁博 特约记者
赵笑菊 通讯员 李峰 文/图

春天里

请“吉吉古古”将个人联系方式发送至lyrbshb@163.
com，以奉薄酬。

历久弥新的历久弥新的
洛宁花鼓戏洛宁花鼓戏

乐享晚年 黄政伟 摄

重温童年 “吉吉古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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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光阴，鼓声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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