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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洁阿姨仔细擦拭花博吉祥物

    昨晚 9时，第十届中国花博会展园结束了

最后一天的运营，欢送最后一批游客离场。闭园
时分，工作人员、志愿者们从各处来到“大蝴蝶”

世纪馆广场前，合影留念、欢呼庆祝、互相道别，
享受最后的花博时光。43天的齐心协力甘苦与

共，成就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花卉盛事，此时此
刻，他们就是花博舞台上最闪亮的主角。

在一片欢腾的气氛中，两名保洁阿姨依旧

在擦拭广场前的花博吉祥物“圆圆”与“梦梦”。
她们叫吴施琴与周金飞，就住在花博园区附近，

是地地道道的崇明本地阿姨。有人问：“花博都
闭幕了，为什么还擦得这么认真？”她们笑着回

答：“怎么能不认真，圆圆和梦梦是我们崇明的
宝贝。”吴阿姨说，游客们进园后总喜欢在这里

和吉祥物合影，所以每晚闭园后都要把它们擦

拭干净。两名阿姨说，做事就要善始善终，虽然
明天不再有来合影的游客，但最后一次为吉祥

物“擦脸”，权当是一种告别。
在展馆内，撤展工作正在进行中。在复兴馆

湖北馆前，工作人员张方卡正在打包珍稀植

物。“它们都是我们湖北最好的花卉盆栽，真

是优中选优，之所以这样，为的是感恩。”张

方卡说，他是武汉人，一年前亲身经历了疫

情突袭、武汉封城，以及四方来助的全过

程。“全国人民帮助湖北，我们铭记在心，

所以把最好的宝贝带来展出，让大家看

得尽兴。”

坐着电瓶车，一路向停车场驶去。园区

道路空无一人，在景观灯光照耀下，好似披

上了一层朦胧的薄纱，路过一片百合花田，顿

时满鼻香馨。这番场景似曾相识，正是开园前

的最后一夜。始于期待，终于圆满，花博园完成

了一个轮回，即将翻开新的一页。
本报记者 李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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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产业
中外花企 纷至沓来合作

6月 25日，“2021年中国 ·崇明花卉产业发
展恳谈会”在崇明召开。崇明区农业农村委与荷

兰橙色多盟集团、以色列丹泽格集团、比利时德
鲁仕-爱索特植物集团、美国保尔园艺集团（泛美

公司）、虹越花卉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虹彩花卉有
限公司、苏州园科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 7家

公司签订战略意向合作协议。

不久前，崇明区庙镇兰桂骐农业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与荷兰阿玛达花卉育种公司正式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今后双方将共同建立优质花卉种
源研发中心、新品种种苗扩繁试种基地及无性系

花卉种源基地。阿玛达公司主营菊花、紫菀等花
卉，拥有 20多个花卉大类、100多个花卉品种的

完全知识产权，其中国区总经理马斯沛介绍说：
“我们在世界各地挑选优质合作伙伴，已在全球

各地建立花卉种苗生产基地。”
在花博南园，有一片占地 760平方米的水仙

园。今年春节前夕，4万多头优质种球被保存在
1℃-4℃的冷库里，以此延缓其生长速度，保证它

们能够在花博会举办期间绽放。这一技术来自崇
明本土合作社百年施家花厢，其传人施克松和儿

子施豪研究水仙反季节开花技术多年，2年前取
得成功。“希望借助花博会，水仙花能被更多人了

解和喜爱，进入寻常百姓家。”施豪说。合作社的
水仙种植面积在近两年内翻了一番，达 500多

亩。优质水仙花种球被提供给崇明其他农户和合

作社，以提高崇明水仙的种植规模。
近年来，源怡、兰桂骐等花卉生产企业相继

在崇明开辟花卉种植、育种和研发基地。苏州华

冠园创园艺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研发和生
产以月季为代表的蔷薇属花卉的企业，如今也将

落户崇明。“无论是政策还是环境，这里都很适合
花卉产业的发展。”总经理姜正之表示。

记者从崇明区农委获悉，第十届中国花博会

在崇明举办，为崇明花卉产业发展提供了重大历
史机遇。围绕“打造具有引领示范作用国际花卉

产业高地”发展目标，崇明把促进“后花博”时代
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加快都市现代绿色农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经过近几年发展，崇明花卉产业从基础相对

薄弱跨入到加速发展阶段。截至 2020年底，全区
商品花卉总种植面积 2.8万亩，花卉总产量达

3245.29万枝（盆），年销售额突破亿元。

通过招商引资和扶持政策的激励，落地企业
持续增加，已建成和在建项目全部集成高度自动

化生产设施设备，贯穿产加销全链条。花卉种源、

花卉应用、花卉消费在持续发展中壮大。

近两年，崇明区政府全面开展全球精准招
商，引培国内外重点花卉龙头企业，进一步发展

与国际合作的“鲜花经济”。截至目前，全区已成
功引进 8家优质花卉龙头企业，落地企业项目总

投资近 25亿元。
目前，崇明已规划建设崇明国际花卉产业

园、中荷现代花卉中心、东方国际花卉园三个核

心园区，斥资 2.3亿元建成崇明智慧生态花卉园
项目，推进优尼国际鲜花港、恒大高科技花卉园、

上海国际菊花生态园、兰桂骐现代农业基地、莱
恩花卉种源试种基地等一批具有行业示范引领

作用的项目建设。
此外，崇明联合国内外多家科研院所，在花

卉产业方面重点支持科技兴农和科创项目实施，
深入开展适生性球根花卉规模化繁育关键技术

研究与产业化开发课题研究；充分利用上海高
校、科研院所集聚优势，加大花卉研发投入和

源头创新力度；依托现有花卉种苗基地和市级
科研单位，进一步掌握具有崇明特色的地方种质

资源。
同时，积极开展花卉新品种选育及商品化栽

培关键技术研究示范，使崇明成为特色花卉种源

研发基地、商品花卉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基地

和花卉良种繁育基地。

景观产业
打好底色 装点“海上花岛”

花卉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带动了崇明景观产
业的迅速崛起。

目前崇明已基本形成东、中、西 3个花卉产
业发展片区，构成了点面分布、条块结合的景象。

8.1万户完成旧棚拆除，11万户完成居住环境整
治，全域可见花溪、花径、花村、花宅、花田、花园

的美丽景象。

为了给景观产业打好底色，崇明创新地提出

以“自然生态美、宜居环境美、绿色生产美、乡风
文明美、生活幸福美”为主要内容的农村“五美社

区”建设目标，致力于打造新时代农村社区建设
“样板间”。2020年，崇明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目前，崇明有 5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已成功
创建 1个国家级、22个市级农村社区建设试点

示范村，全区 268个村实现区级农村社区建设试

点示范村创建全覆盖。
在崇明，四处可见有“颜”又有“值”的特色村

庄小镇，生态民宿和特色产业在岛上遍地开花。
近 300万株郁金香、20余万株风信子、30余万株

洋水仙……在花博会“门户小镇”里，有一个与
“花”有关的风景区———虹桥花乡。今年 3月，虹

桥花乡对外开放，为花博会奏响前奏。

虹桥花乡位于建设镇虹桥村，毗邻花博园
区，是花博会配套设施之一。作为中荷郁金香产

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建设近 8000平方米
的花卉产业基地和 155亩的花卉主题公园。通过

地中海球根花卉的种植培育、生产加工、展览销

售和景观种植，实现花卉全产业链融合，同时打
造了“花卉+旅游”发展模式。

“我希望把这里打造成中国的库肯霍夫公
园。”虹桥花乡运营方上海阿斯米尔园艺有限公

司董事长姜泳告诉记者。

好风景、好经济的最终目标，自然是以花

富民。4月 9日，2021崇明海棠文化节在崇明三

星镇海棠苑开幕。

三星镇是远近闻名的海棠小镇，在重点区域
加大民宿规划和建设，发动老百姓种花养花，形

成庭院特色海棠小品，增加村民收入。在生态廊
道建设基础上，全镇按照一轴两核心整体规划，

形成全域 5500余亩海棠观光旅游大格局，统筹
推进集旅游、休闲、会展为一体的 4大生态观光

基地———海棠花溪、海棠主题园、海棠左岸、棠上

人家，打造华东地区规模最大、品种最齐、影响力

最广的海棠花观赏地。

借助花博会的舞台，崇明的景观产业也正在
积极向外输出，吸引各地客商前来合作。在崇明港

沿镇合兴村的源怡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拥有亚洲
最大的单体花卉育苗工厂，也是国内首个实现花

卉育苗全程自动化的工厂。根据设计方案，该工厂
未来可年产花卉种苗 2亿株、精品盆花 1000万盆

以上。

走在“自动化高”生产车间里，花卉的播种、育
苗全部以穴盘形式进行，一台台机械设备能自动

识别花苗生长情况，将不健康的剔除掉，将健康的
送入育苗温室；灌溉系统收集整个园区的雨水后，

过滤、调温、配置必要的肥料，变成“营养液”，通过
自动泵压系统送到育苗温室，再利用自走式喷灌

车完成肥水一体化灌溉……此外，温室控制系统、
双层充气覆盖材料、地源热泵控温系统等都可实

现一键操控、远程操控，使得近 10万平方米的工
厂中，只有寥寥数名操作员。

园区管理人员宋磊告诉记者，仅今年以来，公
司就生产了 300多万盆景观花卉种苗，其中许多

是向花博园区提供的新优产品。不少外地客商在
花博会看到该公司的产品后，都非常感兴趣，于是

来到这里洽谈采购，整个花博会期间公司的销售
额上升了 30%左右。

在产业集聚与高科技的助力下，产自崇明的
景观花卉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全国各地。如今的

崇明，已从上海的“后花园”变成长三角的“中央公
园”。花博会的举办，一方面让“世界级生态岛”精

彩亮相，另一方面也是崇明延长花卉产业链、全方
位挖掘花卉价值的绝佳机遇。

旅游产业
全域旅游 迎来新的机遇

花博会的溢出效应，让崇明的全域旅游迎来
新机遇。

7月 1日，暑假第一天，杨浦区居民陈艳通

过“住崇明”小程序，预定了两套位于长兴岛郊
野公园附近的民宿客房，计划本周末带着老人、

孩子享受两天惬意的“岛居”生活。梦幻花海的
法国玫瑰竞相绽放，黄绿色的青草间鸢尾花娇

美地盛开……作为花博会分会场之一的长兴岛
郊野公园，已成为市民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赏花、观鸟、亲近自然，是很多市民选择崇
明的热门理由。认领菜地、采摘瓜果、乡村垂钓

等特色农事体验，让部分市民直呼“一次玩不
够”。如今，农旅融合休闲旅游成为崇明全域旅

游的一张亮丽名片。

走进花博会的配套项目基地———光明田
原，鱼塘、厂房、农田通过沃土工程和生态修

复，吸引了许多鸟儿在此“歇脚”；在光明湖畔，
游客可体验水上观光快艇、漂移艇、休闲垂钓

等生态旅游项目；采摘基地里，甜瓜、网纹瓜、
西瓜、玉米水果等蔬果成为孩子们的最爱；光

明田原与瑞华果园，每个月都有限定版色彩，
三月的樱花、四月的紫藤花、五月的玫瑰、六月

的鼠尾草、七月的向日葵……吸引着市民游客
打卡游玩。

鲜花与美食相遇，为游客带来更多文创特
色体验。花博会期间，很多游客举起花博定制款

雪糕，与花博园的背景来一张合影，转发朋友
圈，表示“已拔草”。中华老字号光明冷饮，运用

创新技术，“雕琢”出 3D感十足的白玉兰和水仙
花，研发出牛奶桂花口味、薄荷白巧克力口味的

“花好梦圆冰淇淋”；还将各类花卉与美食相结
合，推出了酸奶、冰淇淋、英式曲奇饼干礼盒、光

明悠焙花花面包等几十款花博会定制款新品，
被很多游客列入伴手礼采购清单。花博会闭幕

后，在线下门店、线上平台依然可以选购这些花
博会主题特色美食产品。

为办好花博会，崇明扩建、新建酒店，本地
居民、新崇明人纷纷“入行”，各种花博酒店、花

博民宿、花博人家亮相。10年前，还在上海市区

打工的顾洪斌、顾洪宇兄弟俩，利用崇明家中闲
置的房屋开了一家轰趴馆，在当时崇明一众“农

家乐”中脱颖而出。此后，兄弟俩干脆放弃市区工
作，回家经营民宿。如今，崇明的“顾伯伯民宿群”

已有 37家农户参与，形成以住宿、餐饮、采摘、农
产品销售等功能于一体的乡村民宿组团，共有

192间客房、300多个床位。

花博会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游客，自 2018年
4月至今，崇明民宿呈“井喷式”增长，新增民宿

330多家，带动就业近 4000人。目前，崇明有合
规合法备案的民宿 500多家，占全市九成以上。

在花博红利的带动下，崇明旅游基础设施也
不断完善。2020年，崇明成功创建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新创建 3A级景区 10家、4A级 1家，A
级景区总量已达到 21家。花博会期间，经过升级

改造的东平国家森林公园作为花博南园对外开
放，收获旺盛人气。

还有更多“隐性”效应正在发生。五彩稻田
画、田野乐园、富有诗意的阡陌与民沟，绘就了大

写意、大工笔画，引人入胜；崇明大米、蔬菜、水果
等优质生态农产品，成为花博的爆款产品；顺应

运动休闲、生态旅游、健康养生发展需求，打造
“农旅、花旅、文旅、康旅、体旅”等构成的“多旅”

融合产业。
“崇明以花博会为契机，整合景区景点、酒店

民宿、文化场馆、美丽乡村等文旅资源，推出多主
题旅游线路，渐变为上海与长三角居民的休闲旅

游度假岛。”上海财经大学何建民教授表示，崇明
全域旅游成效初显，也助推上海旅游业高品质转

型升级。上海旅游业由原来的集中在“上海市中
心南京路-外滩-豫园”的单核旅游，转向“东方明

珠-迪士尼乐园-野生动物园-朱家角古镇-崇明

岛”等多核旅游发展模式，将持续为国内外游客
带来更高品质的休闲度假体验。

本报记者 李一能 杨玉红

    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落下帷幕，在美丽

的崇明岛上，有一群“小白鹭”却不舍得飞走。

他们留下一首首“三行情诗”———“同花慕
晚风，碧漾醉眸中，白鹭含笑暖色融”“花开盛世

情，博览青春样，会当其时正少年”“离开时定要
再看看这些花，仿佛看到曾经的我，在花丛中奉

献最美年华”……
被游客们亲昵称作“小白鹭”的，是来自上

海 20所高校的 27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在花
博园区，他们为游客提供引导咨询、防疫宣传、

行政辅助、媒体接待、文明观展 5大类服务，临
别之际，“小白鹭”们收获了一声声感谢，也收获

了一份难忘的青春回忆。

用脚步走出一朵“花”

记者在“小白鹭”之家见到，大屏幕上，一套
“小步外勤系统”实时显示在岗志愿者的方位。

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该系统首次运用于大型
展会的志愿者工作中，便于合理分配志愿者工

作，实现更精准高效地引导客流。
在偌大的园区，日行两三万步是常事。但

是，工作之余，可爱的志愿者们还开发出“隐藏

功能”———利用“小步”的定位功能，用脚步“绘”
花博。上海大学的志愿者们，有人用脚步画出了

盛开的花朵，有人用脚步画出了党旗的标志。在
他们眼中，这都是成长的足迹。

做志愿者会“上瘾”

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专业大三
男生沈一鹤是学校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副队长。

虽是“理工男”却有颗文艺的心，在校内，他就选
修过插花课程。听说花博会招募“小白鹭”，他带

领伙伴们来了，也带着连续两年的进博会“小叶

子”工作经验来了。他告诉学弟学妹们，作为一

名志愿者，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四个字———
“精神面貌”。

“虽然从学校到花博园几乎跨越了整个上
海，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退缩的理由。”上海海

洋大学男生胡潇在安徽师范大学就读本科时，
学的就是旅游管理，实习时做过导游。他负责在

竹藤馆附近巡岗，他笑言，或许是曾经的导游经

历带来的“职业病”，即便游客没有求助，但他看

到游客摊开地图找寻什么，就会忍不住上前主
动指点迷津，推荐他心中的“王牌景点”，告诉他

们自己发现的捷径。“这是一次锻炼的机会，当
然要珍惜。”胡潇说。

“全能女王”能修会缝
游客脚扭伤了，她帮助联系电瓶车送到医

疗点；游客发现手机摔坏不能扫描二维码乘车，

她帮着协调车票；有游客逛着逛着鞋底脱胶，她
帮着粘；有游客裤腰裂了，她帮着缝；游客手机

没电了，她拿出自己的充电宝……上海理工大
学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大二女生梅佳蓉笑言，

在花博园，自己天天在挑战和“惊喜”中成长，虽

然做的都是小事，但每天听到的那一句句感谢、
来自陌生游客的一封封感谢信，让她对“小白

鹭”生涯格外不舍。
一位 88岁的退休工程师一早在花博园迷

路，小梅热情帮他指了路，没想到，晚上又在花
博园偶遇。令梅佳蓉意外的是，第二天，老人家

特意写了首诗，向她致谢。“我以为是来帮助别
人的，走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往往才是那群被治

愈的受帮助者，与陌生人建立起的这种温暖的
相互传递令我十分动容。”梅佳蓉说。

首席记者 陆梓华

留下一首首“三行情诗”

“小白鹭”不舍得飞走

花博园的最后一夜

再为吉祥物“擦把脸”

花博会引东风，三大产业 新花季开启崇明生态岛

今天，第十届中国花卉
博览会正式闭幕，花博园区即

将开始改造，不久后将以崭新面貌
现身。
但 43天的精彩，仅展现了花博的内涵

与机遇的“冰山一角”。
三年多来，崇明以花博为东风，不断放

大花博溢出效应，加快现代花卉产业发展、
推动旅游服务设施升级改造扩容、让美丽
花朵绽放“美丽经济”，推进“海上花岛”
建设，在花卉产业、景观产业、旅游产
业等领域闯出一片新天地。随着花
博会的结束，“后花博”时代

已经悄然启幕。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徐程 （除署名外）■ 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闭幕，花博园区即将开始改造，迎来“后花博”时代

■ 以花博会为契机，崇明的花卉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杨建正 摄

■ 崇明区建设镇虹桥村民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