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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牡丹花品冠群芳”，也有“花开花落二十日”的
无奈。对于甲天下的洛阳牡丹，花常开不败、味永香不
淡，是生活在这座牡丹花都的人们长久以来的愿望。

光阴荏苒，在一朵花牵动一座城的今天，观赏牡丹种
植及牡丹深加工并重前行，已成为洛阳牡丹产业发展的
新思路。就在两个产业齐头并进时，泉炳堂洛阳牡丹永
生花应运而生，不仅圆了人们千百年来“牡丹四季常开”
的梦想，而且融种植、观赏、深加工于一体，站在了产业发
展的潮头。在 18 日召开的全市牡丹产业发展工作会议
上，泉炳堂天宫牡丹有限公司被授予“牡丹产品创新先进
单位”荣誉称号。

承办单位：市牡丹办 市牡丹协会

洛阳会展中心提醒您
距展销会开幕还有6天

聚焦洛阳牡丹产业龙头企业
系列报道之五策划 陈占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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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成就牡丹花的永生

“真花，确实是真牡丹花，却开
不败！”2012年9月，广西南宁，在第
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来自中国
各地和东南亚各国的客商围在几株
娇艳欲滴的牡丹花前面，啧啧称奇。

为何牡丹花开不败？这还要从
一个人说起——泉炳堂天宫牡丹有
限公司董事长刘金栓。

刘金栓接触农产品实属机缘巧
合。2000年，时任中国一拖某分厂
党委书记的刘金栓，听说生产销售
新郑大枣的省重点农业产业化试点
单位，以年薪20万元的丰厚待遇在
全国范围内招聘总经理。由于多年
在大型企业领导岗位上工作，刘金
栓头脑中已经形成产业化发展的思
路。于是，他决定一试身手，在激烈
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经过不懈努力，他与科研团队
不断推出枣类新产品，使公司有了
飞跃性发展。如今，该公司已经融
资上市，市值超过8亿元。

2003 年，刘金栓回到家乡洛
阳，创办了泉炳堂枣业有限责任

公司，从事本地大枣的生产与推
广。一个问题一直在他的脑海：
能否将枣片与洛阳本地特色相结
合，从而打造洛阳旅游的深加工
产品？

一个偶然的机会，刘金栓了解
到牡丹皮具有镇静、降温、解热、镇
痛等保健功效，于是创造性地将其
融入枣片，研发出牡丹枣蓉片，大受
欢迎。

此后，刘金栓与牡丹结下了不
解之缘。

与真花无异的牡丹永生花

正是由于牡丹枣蓉片所体现的
深加工技术和企业家的创造性思
维，当时的市牡丹开发管理办公室
相关负责人联系到了刘金栓，希望
他能从事牡丹产品的加工及研发
工作。

就在这个时候，曾在新郑与刘
金栓一起进行大枣产品研发的河南
轻工学院一位教授带来一个消息
——菏泽有了牡丹永生花，由于其
采用传统的干燥制作工艺，花的形
态会发生改变，而且产量较低。能

否使用如今国外在食品、药品制作
中的真空冷冻技术研发牡丹永生花
呢？

教授的一席话让刘金栓茅塞
顿开，一下子有了努力的方向。但
是，制作牡丹永生花难度极大。由
于牡丹花盘硕大、植物纤维稀疏，
真空冷冻技术此前并没有在牡丹
上使用的先例。成功，需要极为高
超的科技手段。

功夫不负有心人。刘金栓带领
技术团队反复进行试验，并多次到
山东、浙江、陕西等地考察设备和技
术，在 2012 年牡丹文化节开幕前
夕，经过真空、负压、零下40℃等高
科技处理，颜色、形态、气味均与真
花无异的第一朵牡丹永生花诞生！

融种植、观赏、深加工
于一体

在今后一个时期，洛阳牡丹产
业的发展必须坚持观赏牡丹与油用
牡丹加工并重、生产与科研并重、观

赏切花与深加工并重、市场开发与
宣传展示并重的原则。泉炳堂洛阳
牡丹永生花，恰好融合了种植、观
赏、深加工于一体。

——洛阳牡丹永生花香飘四
海，传播牡丹文化

2012 年，产品诞生后，刘金栓
带着洛阳牡丹永生花参加了中国-
东盟博览会。在博览会上，洛阳牡
丹永生花一炮打响，他拿到了 5 万
朵的订单，销售额近200万元港币。

此后，洛阳牡丹永生花在广州
博览会、台湾杉林溪牡丹文化节
上大放异彩，销量节节攀升，还在
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上连夺两项
大奖。如今，泉炳堂天宫牡丹有
限公司已将洛阳牡丹永生花销往
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湾、韩
国等地，年销售 20 万朵，销售额约
5000 万元。

刘金栓说，除了逐步打开市场，
通过洛阳牡丹永生花在世界各地绽
放，将洛阳的牡丹文化传播到各地，
也是他最欣慰的。

——对牡丹种植起到带动作用
“国内一流，国际先进。”这是刘

金栓制定的企业目标。在洛阳牡丹
永生花香飘四海的同时，其对牡丹
种植的带动作用不可小觑。

如今，我市牡丹种植面积为
12.25万亩，涉及众多种植农户。而
以往，受牡丹种苗价格波动因素影
响，农户的收入并不稳定。刘金栓
算了一笔账，按保守估计，若一亩地
种植 4000 株牡丹，每株开 5 朵花，
一亩地就是2万朵牡丹。公司若每
亩地收 5000 朵左右，按照一朵花
0.5元至3元的收购价计算，花农每
亩地可增收2500元至1.5万元。

——打造最美工厂，发展工业
游

根据我市的牡丹产业发展规
划，位于伊滨区的牡丹产业集聚区
包括牡丹种植观赏园、牡丹深加工
园、牡丹花卉交易物流园三部分，集
牡丹种植、科研、观赏、休闲旅游、深
加工和交易物流于一体。

当牡丹受生长周期的影响并不
能长久绽放时，洛阳牡丹永生花便
成了集聚区中最美丽的景致。无论
夏日炎炎、秋风瑟瑟，还是冬雪皑
皑，在泉炳堂牡丹有限公司，姹紫嫣
红、香气宜人的洛阳牡丹永生花遍
布各处，该是何等美景！

刘金栓表示，要打造最美丽的
工厂，四季花开，同时开发工业游，
让更多人体验到洛阳牡丹永生花的
魅力。

——牡丹企业抱团融资上市
洛阳牡丹深加工产业发展方兴

未艾，未来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
融合了种植、观赏、深加工于一体的

洛阳牡丹永生花，站在了产业发展
的潮头。

“当初通过努力，一颗大枣能融
资上市。而如今，一朵牡丹花通过
种植、加工等企业联合运营，上市也
并非难事。”刘金栓表示，企业的目
标是年销量 200 万朵，年产值 1 亿
元。而要实现我市牡丹产业快速发
展，对产业链中各环节企业进行整
合，从而以牡丹产业集聚区的名义
实现集团化融资上市，才是打破资
金瓶颈的关键。

在我市提出大力发展牡丹深加
工产业的今天，泉炳堂洛阳牡丹永
生花作为龙头企业，正为洛阳牡丹
产业大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本报记者 郝洋 见习记者 陈
曦 文/图

让牡丹“永生”，泉炳堂站在产业发展潮头

泉炳堂洛阳牡丹永生花

泉炳堂洛阳牡丹永生花亮相台湾杉林溪牡丹文化节

项目名称：洛阳亿繁轴承科技有限
公司年产1000吨精密轴承项目

地址：新安县洛新产业集聚区
投资金额：1亿元
一排排设备整齐排放，一名名工人

有序作业，一件件产品油光锃亮……近
日，在与中国一拖达成中挡圈生产意向
后，洛阳亿繁轴承科技有限公司（下称

“洛阳亿繁”）职工的干劲儿更足了。
洛阳亿繁成立于 2008 年，是一家

专业从事轴承及轴承套圈生产的企业，
其年产 1000 吨精密轴承项目已于今年
7月竣工投产，预计年销售收入1亿元。

小企业叩开大公司的合作之门，并

非易事。对此，该公司生产部部长张大
虎深有感触。

张大虎表示，质量是公司的生命线，
从原材料进厂到成品出厂，每个工序都
有跟踪和详细记录，确保产品 100%合
格。公司已通过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曾连续 3 年获得洛阳 LYC 轴承有
限公司“优秀供应商”与“长期合作战略
伙伴”称号。

这些称号是洛阳亿繁职工用心血
浇筑的。在一份技术协议上，记者看
到该公司为洛轴生产轴承套圈所要达
到 的 工 艺 标 准 ：内 、外 圈 必 须 经 过
100%探伤检验，不允许存在裂纹；任何

加工件表面不允许出现擦伤、锈蚀、打
磨痕迹等；形状和尺寸应符合图纸要求，
未标注公差的按±0.2 毫米控制……
这些标准再细化至每一道生产工艺，
制作成卡片贴在设备上，供职工随时
校准。

与大公司合作，产品质量要达到标
准，制度、理念也得跟得上。洛阳亿繁建
立了严格的质检制度，安排专人对产品
进行首检、巡检和终检，对生产环境、设
备进行检查和养护，并对物料摆放等细
节进行规范。

“这27件轴承套圈，因外径尺寸大，
算是废掉了。”在产品检验区，张大虎告

诉记者，它们只能被送去返修，或者当
作废品处理掉。“一个零件关乎整个机
器的运转，我们在生产中不能有任何疏
忽大意。”

张大虎表示，下一步，该公司将强化
与洛轴和中国一拖的合作，借助轴研所
与河科大的研发力量，推动产品质量的
升级。

本报见习记者 姜明明 通讯员 卢
光辉

工艺标准不走样 产品质量有保障

洛阳亿繁：小企业牵手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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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简介：
赵鹏大：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地

质、矿产普查勘探学专家。
关凤峻：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司

长。
■嘉宾讲述：
栾川县地处豫西南重要成矿带的核

心区，钼钨储量大、品位高，是世界特大
型有色金属矿床矿集区，被称为“中国钼
都”。近年，栾川县依托矿产资源开发，
形成良好的经济基础后致力于环境资源

保护，成为矿业城市发展的典范。像栾
川县一样的矿业城市，在今后的经济发
展中要坚持资源、环境和经济相协调，实
现矿业产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
展。

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现代文明
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但资源的大量消耗
给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新问题：一是
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逐渐减少；二是大
量消耗矿产资源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
栾川县是一个矿业县，经济要健康发展，

就不能走单一矿业经济道路，需要走综
合经济发展道路，“既要金山银山，也要
绿水青山”。

不可再生资源有枯竭的一天，经济
需要可持续发展。因此，矿业城市在
通过开发矿产资源取得经济效益的同
时，更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实现矿业经
济与生态环境、科学技术相融合的可
持续发展。这就需要做好矿业企业建
设的前期科学规划工作，制订配套的
环境恢复治理方案，把矿产资源开发
与生态环境保护统一起来；矿山企业
在建设中要加强对矿山生态环境的监
督和管理，切实担负起改善和重塑生
态环境的责任，做好恢复矿山环境工
作；在矿业经济发展中推广新技术、新
方法，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最大限度
地减少废料排放。同时，对一些采矿
地遗留的环境问题，各级政府要出台
相关政策，吸引社会投资，恢复矿山环

境。
栾川县与科研单位合作成立的栾川

矿产资源与地质环境产学研基地，为各
矿业城市合作开展基础地质调查与研
究、地质找矿与开发、地质环境调查评价
与治理规划提供了条件，是实现地质调
查成果转化的平台。要充分发挥产学研
基地的作用，出台相关扶持政策、措施，
积极引导。要大力引进各方面的优秀
人才，将基地打造成真正的人才培养平
台。要创造条件进行科技创新，突出特
色、因地制宜，拉长产业链条，研制更多
高新科技产品，为栾川县、洛阳市乃至河
南省未来矿业经济发展打造一张亮丽名
片。

本报记者 申利超 李江涛

矿业经济：重综合效益，方可持续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李东慧 通讯员 陈晓辉）昨日从伊滨
区获悉，该区庞村镇正式通过中国家具协会专家认证，获
得“中国钢制家具产业基地”殊荣。

庞村钢制家具产业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30
余年发展，已形成产业规模。截至目前，全镇共有生产钢
制办公家具的企业318家，在全国各地兴办企业500余
家，拥有中国名牌“花都”“花城”，另有 2 个中国驰名商
标、3个河南省名牌产品和10个河南省著名商标。

庞村镇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该镇生产销售的钢制
办公家具产品有钢制资料柜、图书设备、金融保险设备、
校用设备、防盗门和家用产品六大类几百个品种，销售额
超过全国市场的1/3，产品出口俄罗斯、英国、法国、澳大
利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额达2000万美元。

销售额超过全国市场1/3

庞村镇成为
中国钢制家具产业基地

投资担保、民间借贷等民间金融曾被称为“草根金
融”。如今，鑫融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经过一步步努力，
华丽转身，通过合作、兼并、重组，最终进军资本市场。

从2007年开始，鑫融基的管理层就不断尝试增加合
作伙伴的数量，并努力与国内一线巨头合作，先后接触了
方正集团、联想控股、海尔小贷等多家实力企业。2013
年，鑫融基启动了向资本市场进军的计划，加快了引进合
作伙伴的步伐。

2013年9月，在鑫融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成立7周
年的庆典仪式上，“鑫融基·方正和生·欧盟基金”战略合
作协议正式签署，公司还与江海证券签署业务合作协议。

2014年 5 月 28 日，河南鑫融基金控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鑫融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增资至 10 亿元。鑫融
基担保成为全省担保行业由政府出资引导、民营控股
的第一大担保公司，并位居全国民营控股的担保公司
前列。

2014年8月10日，鑫融基联合世界500强企业纬创
集团，开创信贷工厂模式，运用互联网技术，通过大数据
全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2014年9月，在鑫融基成立8周年庆典仪式上，鑫融
基金控股份有限公司与以色列英飞尼迪集团、鑫融基投
资担保有限公司与河南中以科技投资管理中心分别签署
了战略合作协议。 （张本铎）

引来合作伙伴
共襄金融盛举

项目建设进行时

嘉宾看洛阳嘉宾看洛阳

矿业开发是我市部分县的支柱产业。多年来的矿业开发，
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造成部分地区资源后备储
量不足、地质环境问题突出等。近年，各地越来越重视矿业开
发、资源环境保护工作。近日，“资源·环境·经济”栾川论坛
（2014）在栾川县举行，记者就“矿业经济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等问题采访了相关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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