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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夜深越美丽。辽宁沈阳浑河

北岸，这里建成的“投影沙滩”最近吸

引了不少市民打卡拍照。这片沙滩

通过全息影像技术、多媒体同步控制

等高科技手段的综合运用，将影像效

果投射到沙滩上，打造出炫目多彩的

光影效果，为夜间游览的市民提供了

难忘的体验。灯光可以实现与人互

动，人在画面中，可以变化不同场景，

孩子们还可以靠身体动作操作游戏，

在 沙 滩 上 嬉 戏 玩 耍 ，享 受 科 技 的

乐趣。

沿河建设生态、文化公园，是沈阳

市各区营造“诗意地栖居”的规划初

心。而“装扮城市夜”成为沈阳吸引游

人的独特名片。

在沈北新区，蒲河像一条玉带绵

延萦绕。蒲河两侧的廊道有不同风

格的景观灯照明，21.6 公里的慢行跑

道宛如一条金光闪耀的游龙。廊道

上 人 头 攒 动 ，散 步 的 、跑 步 的 、骑 车

的、轮滑的⋯⋯夜游蒲河格外惬意。

5 月 17 日晚，华灯初上，蒲河边青年

运动广场整夜灯火通明，不少篮球爱

好者在这里尽情挥洒汗水。在智乐

运动广场，内置 LED 灯的星光秋千和

跷跷板炫酷中带着俏皮。特意从主

城区开车过来的市民柏赢把车停稳，

换上运动装，慢跑在蒲河健身廊道，

观景、健身两不误。他说：“五彩灯光

下的蒲河美景具有丰富的层次感，上

班族晚上过来兜兜转转，可以与大自

然近距离接触，这里已经成为沈阳市

民的‘后花园’。”

人们不知，惬意美景背后是下了

功夫和花了心思的。沈北新区沿蒲河

生态廊道实施了水利、绿化、道桥、净

水和文化等系列工程，建设了 7 座景

观湖、2 处湿地、6 个文化休闲广场，形

成了“一河三湖多湿地、两岸六区十八

景”的景观带、生态带。像方特欢乐世

界、七星海洋世界、道义花海等游客集

中的景点，都有独特的夜景打造和夜

游活动。

夜游，少不了宵夜补给。蒲河廊

道的灯景带动了附近正良街道的夜市

经济。烤串还是卤煮，人们各有各的

“心头好”。氤氲的烟火气里，飘散着

由孜然、辣椒、麻油、炭火汇成的夜游

专属味道。

“夜有美景待人识”。沈北新区中

寺社区党支部书记王洪光表示，区里

正在帮助中寺村打造休闲农业观光

区，如果把农村夜景之美推销出去，农

家乐就不会只是“乐一会儿”，还可能

“吸引客人乐几天”。

怎样把游客留下来？中寺村村民

马龙杰有招——望星空+农事体验+

采摘。“农村有城里没有的星空和清甜

的乡野空气，何况咱这儿挨着沈阳森

林公园。”呼吸着扑鼻而来的阵阵槐花

香，马龙杰告诉记者，当下采摘新鲜槐

花用来炒鸡蛋，这是游客最喜欢的美

味。马龙杰开办的农家乐可以让游客

体验种植和采摘乐趣，很多游客为了

尽兴，干脆住下来慢慢体验。

王洪光说，农家乐不仅要让客人

留得下，更要让客人住得好，原来没有

的城市星级住宿条件，现在中寺村也

有了。中高档民宿的进驻提升了农村

旅游服务品质，吸引了更多不同消费

层次的游客。比如村里招商引资租地

建设的清境民宿，卫生、饮食、环境等

不比星级酒店差。在这里举办过夜光

舞会的游客在网上评价说：在这里，发

现了“宝藏民宿”。

“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

河南洛阳是牡丹的原产地、发祥地和重要的

传播地，拥有丰富的牡丹种质资源及悠久的

栽培历史。

历史更迭，芬芳传承。如今，洛阳牡丹

不只是开在田野里、香在花圃内，还开在洁

白的瓷器上，开在浓郁的油料里，开在香甜

的点心里⋯⋯

深挖牡丹价值

“来洛阳买点啥带回去？”“瞧这儿！牡

丹饼、牡丹花茶、牡丹丝巾，有特色，价格也

不贵，可以多买几样。”

近日，在洛阳博物馆附近的一家牡丹特

产专卖店里，两位外地游客一逛完博物馆就

到这里选购特产。

近年来，随着凤丹牡丹花和牡丹籽油被

列入国家新资源食品名录，牡丹逐渐从花田

走向市场。琳琅满目的牡丹深加工产品成

为外地游客选购伴手礼的佳品。

处理间、风淋间、无菌室⋯⋯在洛阳祥

和牡丹科技有限公司，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现

代化的生产线让人赞叹。

“牡丹浑身是宝，根、干、枝、叶、花、籽

均可实现资源化利用。”洛阳祥和牡丹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詹建国是牡丹花茶的创始

者。这些年，公司相继开发出牡丹精油、牡

丹花茶、牡丹保健枕等产品，取得较好市场

反响。

目前，该企业打造的洛阳牡丹文化科

技创意产业园已建成投用。在这个占地近

40 亩 的 产 业 园 里 ，牡 丹 花 茶 、牡 丹 冷 冻 食

品、牡丹馅料、牡丹永生花等生产线已投入

生产。

詹建国介绍，通过引进新设备、研发新

产品，牡丹深加工产品的生产工艺及品质得

到提升，在生产规模扩大的同时，生产成本

还降低了，市场竞争力大大增强。“以牡丹花

茶为例，在一个生产周期内，以前 100 多名工

人能生产 1500 公斤牡丹花茶，现在不到 300

人能生产近 1.5 万公斤。规模和品质上来

了，市场价格就会下探，消费者的接受度会

更高。”詹建国说。

白色的花瓣，黄色的花蕊，沁人心脾的

芳香，“一朵牡丹”全花茶在杯中盛开，给人

以全新的视觉感受和味蕾享受；经特殊工艺

处理，牡丹花瓣与馅料巧妙融合，再经过高

温烘焙，“万景祥”牡丹鲜花饼新鲜出炉、满

口清香；牡丹与白酒深入融合打造的牡丹花

都酒，入口留香、沁人心脾，在酒类市场上独

树一帜⋯⋯

近年，洛阳以牡丹深加工产品开发为主

线，在牡丹籽油、牡丹食品等产品基础上，加

快进行牡丹籽、花、茎、根等的综合开发和利

用，延长产业链，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品品

质；同时重点打造技术先进、产品研发能力

和核心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构建高质量的

牡丹深加工产业体系。

文创多姿多彩

牡丹不仅能入食、入茶，还可入画、入

文创。

宣纸徐徐铺开，阵阵墨香扑鼻，调色、点

墨、勾勒，行云流水之间，一朵朵色泽饱满、

吉祥富贵的牡丹跃然纸上。

来到位于洛阳孟津区平乐镇的平乐牡

丹画创意园区，平乐牡丹画代表人物郭泰森

正向学员讲授绘画技法。他边画边讲解：

“色有浓有淡，墨有湿有枯，形有疏有密，每

一笔看似随意，却都蕴含章法⋯⋯”

平乐农民牡丹画是牡丹文创产品的代

表。这些年，为推动农民牡丹画向产业化发

展，当地投资建成了平乐牡丹画创意园区，

邀请老一辈画师和绘画名家走上讲台，为村

民培训牡丹画，并创新尝试“公司+画家+基

地”的发展模式，鼓励农民与园区签约。农

民专心习画，园区对外经营，这里迅速获得

“中国牡丹画第一村”的美誉。

如今，平乐有 1000 余人从事牡丹画产

业，每年有 40 余万幅农民牡丹画远销海内

外，带动研学、文创、电商、物流、直播带货等

新业态快速发展。

走进位于洛龙区安乐镇的洛阳牡丹瓷

博物馆，一朵朵形神兼备、娇艳欲滴的“牡丹

花”盛开在瓷器上，陶瓷与牡丹完美融合，共

同演绎“花王”之美。博物馆内还设有牡丹

瓷工艺生产线，既能通过博物馆对外传播厚

重的牡丹历史文化，又能使游客观赏并体验

牡 丹 瓷 的 设 计 制 作 过 程 ，充 分 感 受 艺 术

魅力。

洛阳牡丹瓷的造型典雅端庄、装饰极妍

尽美、色彩瑰丽绚烂，是将悠久的洛阳牡丹

文化与中国古老的陶瓷工艺有机融合后诞

生的新派艺术陶瓷。早在 2014 年，完美融合

牡丹文化与陶瓷技艺的李学武牡丹瓷被选

定为“国礼”。

“花是大自然的馈赠。牡丹作为历史文

化和国民意识中一个重要的印记和符号，历

来 是 文 人 墨 客 和 能 工 巧 匠 描 绘 勾 勒 的 对

象。”洛阳牡丹瓷博物馆馆长李学武说，牡丹

瓷将牡丹文化与陶瓷技艺完美融合，每一件

都 是 独 一 无 二 的 艺 术 品 ，深 受 广 大 游 客

喜爱。

牡丹擦亮了城市名片，也激活了文化基

因。近年来，洛阳在大力发展牡丹深加工产

业的基础上，持续拓展牡丹衍生品领域，牡

丹瓷、牡丹画、牡丹香、牡丹丝绸、牡丹剪纸

等文创产品百花齐放，为牡丹产业拓展了全

新的发展空间。

擦亮牡丹品牌

洛阳大力发展的牡丹特色产业，正是实

施“美丽经济”的生动实践。

洛宁县赵村镇土桥村是一个典型的旱

塬地，当地有说法：“十年九旱，靠天吃饭。”

2019 年，该村流转 2200 亩土地与北京强佑

集团合作规划种植油用牡丹，发展牡丹花海

观光园，乡亲们依靠牡丹种植、观光旅游，腰

包鼓了，干劲更足了。

栾川县赤土店镇按照“公司+基地+农

户”的模式，累计在 4 个村发展高山牡丹芍

药鲜切花产业，种植基地达 1200 多亩。乡

亲们不仅有地租收益和劳务收益，还靠着

成片的花田开办起了农家宾馆，吃上了“旅

游饭”。

土桥村、赤土店镇是洛阳立足现实、变

短板为优势，发展牡丹特色产业的具体实

践 。 近 年 来 ，洛 阳 围 绕 擦 亮 洛 阳 牡 丹 品

牌 、扩 大 牡 丹 产 业 规 模 、拉 长 牡 丹 产 业 链

条 ，坚 持 一 二 三 产 融 合 发 展 ，将 牡 丹 进 行

深 层 次 、多 领 域 开 发 利 用 ，推 动 牡 丹 产 业

向 综 合 性 、全 链 条 、高 效 化 的 高 质 量 发 展

目标迈进。

市场培育对于产业发展至关重要。洛

阳在巩固提升自营店、超市特产专区等传

统 线 下 销 售 的 基 础 上 ，不 断 拓 展 电 商 、外

贸、会展等新营销渠道。如今，河洛大地的

牡丹观赏园区、高标准种植油用牡丹示范

区、牡丹科研基地及油用牡丹种植区等成

效显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多赢。

洛阳市牡丹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伴随

着消费升级，牡丹产业方兴未艾。今后一

个时期，洛阳将持续强力推进牡丹产业转

型升级，瞄准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产业

化经营，不断提高洛阳牡丹品牌影响力、文

化带动力、市场竞争力，把牡丹产业发展成

为 国 内 领 先 、有 国 际 影 响 力 的 特 色 优 势

产业。

产业培育是重中之重产业培育是重中之重

戚帅华

牡 丹 雍 容 华 贵 ，被 誉 为“ 花 中 之

王”。千百年来，牡丹在河洛大地上繁衍

生息，形成了以河洛为中心的中原牡丹

品种群，并辐射传播至全国乃至世界。

如今，洛阳牡丹栽培面积、品种、花色数

量等居世界前列，洛阳已成为当今中国

牡丹主要的种植、科研、生产、繁殖、销售

基地。

牡丹浑身都是宝，花、根、籽等经过

深加工，可以打造出上百种衍生产品，再

注入创意，还可推出层出不穷的文创产

品。这些产品深受喜爱牡丹花的广大消

费者的欢迎，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但

是，洛阳牡丹产业曾偏重于单一赏花经

济，产业链发育不全，造成牡丹产业一直

长不大。

产业兴则活力盛。“洛阳三月花如

锦，多少工夫织得成”。把“倾城好颜色”

的牡丹培育成城市顶梁柱的大产业，洛

阳近年来下了不少实功夫。

把产业培育作为重中之重，围绕擦

亮洛阳牡丹品牌、扩大牡丹产业规模、拉

长牡丹产业链条，坚持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将牡丹进行深层次、多领域开发利

用，推动牡丹产业向综合性、全链条、高

效化转变的高质量发展目标迈进。如

今，洛阳牡丹已延伸形成包含观赏类、深

加工类、药用类、衍生品类等 300 多种产

品的牡丹产业体系：牡丹花茶、牡丹精

油、牡丹化妆品等一系列深加工产品研

发成功、批量生产，洛阳三彩、洛阳牡丹

瓷、牡丹画等文化产品享誉神州大地，备

受消费者青睐。

伴随着消费升级，牡丹产业方兴未

艾。对此，洛阳应深入挖掘牡丹文化内

涵，用互联网思维引导三次产业在牡丹产业上融合发展，补齐精

深加工、创意等产业短板，全面拉长产业链条，加快走出去、引进

来，将扶持本地牡丹产业品牌、扩大市场与引进外地相关品牌相

结合，不断提升洛阳牡丹产业的影响力、竞争力和综合效益，让

美丽的牡丹花美化人们的生活，让洛阳牡丹衍生产品丰富消费

者生活。

提及牡丹提及牡丹，，人们首先想到的人们首先想到的

是河南洛阳是河南洛阳。。从入食从入食、、入茶入茶、、入入

酒酒，，到延伸开发出保健品到延伸开发出保健品、、化妆化妆

品品，，再到牡丹瓷再到牡丹瓷、、牡丹画牡丹画、、牡丹真牡丹真

花等文创艺术品⋯⋯经过多年花等文创艺术品⋯⋯经过多年

培育积淀培育积淀，，如今的洛阳牡丹已绽如今的洛阳牡丹已绽

放出绚丽的产业之花放出绚丽的产业之花。。

图图①① 花开时节花开时节，，洛阳市民在王城公园内观赏牡丹洛阳市民在王城公园内观赏牡丹。。 张光辉张光辉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在洛阳孟津在洛阳孟津，，工作人员通过网络直播推介文创产品工作人员通过网络直播推介文创产品。。 李卫超李卫超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③③ 将国瓷工艺和国花牡丹完美融合的牡丹瓷作品将国瓷工艺和国花牡丹完美融合的牡丹瓷作品。。 张光辉张光辉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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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用心装扮城市夜沈阳用心装扮城市夜——

市民乐享“诗意栖居”
本报记者 孙潜彤

在沈阳蒲河景观廊道在沈阳蒲河景观廊道，，

不少市民前来赏景不少市民前来赏景、、健身健身。。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孙潜彤孙潜彤摄摄

入食入食、、入茶入茶、、入酒入酒，，保健品保健品、、化妆品化妆品、、艺术品艺术品——

洛 阳 牡 丹 开 出 产 业 之 花洛 阳 牡 丹 开 出 产 业 之 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夏先清夏先清 杨子佩杨子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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