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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计在于春。海南昌江

的木棉花、西藏林芝的桃花、重庆

垫江的山水牡丹、湖北武汉的樱

花竞相绽放⋯⋯各地纷纷推出丰

富多彩的赏花活动，吸引人们追

着花朵看中国。在给城市带来流

量的同时，花朵也带动了文旅、餐

饮、服务等相关产业，形成了颇具

规模的赏花经济。

出游赏花，消费者对“稀缺之

美”的追求是重要原因之一。从

经济学视角看，稀缺创造价值。

相较其他旅游资源的从容不迫，

花卉资源的地域性、独特性、季节

性使赏花天生具有紧迫感。季节

限定的花期与时不我待的打卡氛

围，让消费者生怕错过最美花期。

稀缺之外还有独特性，绽放

的花朵背后蕴含着独特历史人文

背景，赋予城市辨识度。除了公

布赏樱政策的武汉，南京鸡鸣寺

山门外的赏樱盛景也不遑多让；

西湖十景有“曲院风荷”“苏堤春

晓”，洛阳的牡丹携手汉服与旅拍

成为这座古城最大的文旅卖点。

每座城市都有其独特韵味和故

事，而花作为大自然的礼物成为

故事最生动的诠释者。

了解名花的美丽传说，不仅

能欣赏其表，更能感受其背后的

情感寄托。北京法源寺“丁香诗

会”起源于明清，每年春天法源寺

内丁香盛开时，都有大量文人雅

士赏花吟诗，在“丁香花下湿清

眸”“丁香空结雨中愁”中为传统

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亲近自然是人的天性，中国

自古就有春游宴会的传统，人们

对于踏青赏花具有与生俱来的审

美偏好和情感需求。置身于自然

美景，我们身心放松、精神愉悦。

亲子游、情侣游、老年游⋯⋯赏花

照顾到各年龄层的需求，既是出于舒缓身心、获取情绪价值目的

而进行的悦己消费，更是与亲朋好友进行情感交流和心灵碰撞

的重要方式。

在自媒体时代，赏花也具有一定的社交功能。每年武汉樱

花盛开时，都有大批网红在樱花树下直播打卡、拍照，与粉丝们

线上分享美景，登上社交媒体热搜，以此增加人气、吸引流量。

当然，赏花经济不能仅仅停留在“拍照打卡”阶段，还有更

多打开方式：跨界推出让游客玩得开心、玩得尽兴的“赏花+

汉服”“赏花+美食”“赏花+音乐”等一系列新业态、新模式，

用高科技、智能化创造出更多“赏花+”场景，让游客的体验感

更强。

打破“年年岁岁花相似”的审美疲劳，避免赏花经济昙花一

现，还需要推动赏花与其他业态结合，营造出百态盛景。各地在

策划各类花朝节、摄影大赛等 IP 活动的同时，也要注重发展民

宿、农家乐等配套服务，加速形成多元化的消费场景，实现从单

一观景向全产业链延伸，真正做到让赏花经济好景常在。

好花不常开

好景能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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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城 樱 花 绽 放
柳 洁 董庆森

东湖樱舞、珞樱缤纷、晴川吹雪⋯⋯在湖

北武汉，春日赏花顶流非樱花莫属。拥有“湿

地花城”之称的武汉，全城樱花超 50 万株，遍

布大街小巷，栽种百株以上的樱花林就有 81

处。其中，跻身“世界三大赏樱胜地”的东湖

樱园与百年学府武汉大学久负盛名。

3 月 8 日，天气晴好，武汉东湖樱园开园

后的首个周末迎来游客 3 万多人次，达历史

同期最高人流量。以 260 亩花海、万余株樱

花树的气势，将春日浪漫推向高潮。

上 午 9 点 ，东 湖 樱 园 入 口 处 已 排 起 长

队。步入园区，园内小桥流水，唐风建筑群在

花海中若隐若现。满目皆是粉白相间的樱花

云霞，春风拂过，花瓣如雪片般簌簌飘落，在

晨光中泛起晶莹光泽。至夜幕低垂、光影加

持，五重塔的绚丽与樱花的柔美交相辉映。

悠悠笛声从湖面传来，营造出一场樱花与古

韵的视听盛宴。

五重塔下，舞者挥舞衣袖，演绎楚风舞蹈

《塔影仙舞》，将武术动作与水墨画般的衣袖

翩跹完美融合。文创市集“樱花驿”成为年轻

人的聚集地，樱花发饰、古风团扇、樱花钥匙

扣等文创商品备受欢迎。

若说东湖樱园是“樱雪倾城”的壮阔，武

汉大学则是“书卷染樱”的诗意。珞珈山下百

年学府，千株樱花与绿顶灰墙的老斋舍浑然

一 体 。 学 子 与 游 人

并肩漫步在樱花大

道上，花瓣如雨，落在

理学楼的青砖黛瓦上，

尽显“珞樱缤纷”的独特

之美。长江对岸，晴川阁红墙碧瓦间，樱花错

落绽放，崔颢笔下“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

萋鹦鹉洲”的意境，在花影中越发鲜活。

在武汉，樱花不仅长在树上，还“长在”楼

间、路面、餐桌⋯⋯蓬勃的“樱花+”经济让今

日武汉早已超越“赏花目的地”的单一标签。

市内不少赏樱景区周边的酒店 3 月下旬客房

预订率已经突破 90%，订单量环比增长 30%。

除了武汉大学、东湖樱园等传统赏樱景

点外，满城樱花将浪漫融入江城每一寸肌

理。龟山樱花栈道、南岸嘴公园落樱望江、白

沙洲江滩公园樱花大道、东西湖樱花溪公

园 ⋯⋯位于长江新区仓埠古镇的武汉湿地

樱花园依托湿地生态景观打造“水上看樱”体

验，首日接待游客量达 1.2 万人次。

推出樱花冰箱贴、樱花帆布包、樱花书签等

文创产品——武汉商家正抢抓樱花经济，提升

游客消费体验。武汉光谷凯悦酒店为樱花季每

一位住店客人准备了樱花漫步地图和专属伴手

礼。“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樱花季，把樱花季的文

化、城市名片串联到一起。”总经理张海娇说。

当地鼓励餐饮企业推出樱花主题套餐，

以“舌尖上的盛宴”向全球游客发出热情邀

请。武汉海底捞咸安坊门店推出了樱花酒

酿、樱花造型的涮煮菜品，甚至结合樱花元素

推出了樱花美甲。

武汉市园林科学研究院樱花研究中心主

任、高级工程师聂超仁预测，今年武汉中樱预

计最佳观赏期为 3 月下旬，晚樱预计在 3 月底

左右开花，花期将持续至 4 月中旬。

“今年赏樱产品全面升级。东湖樱花园

推出晨曦赏樱、空中赏樱、夜间赏樱、梅樱同

赏等特色赏花项目；长江灯光秀准备了樱花

特辑；世界田联金标赛事——武汉马拉松将

于樱花季期间举办，跑者将在樱花树下体验

‘最美赛道’。”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

兴元说，全城皆可邂逅的浪漫“樱姿”，开启了

江城的春日华章。

垫 江 牡 丹 花 红
吴陆牧 谭奇新

牡丹花一开，垫江火起来。重庆市垫江县太

平镇牡丹村，数千亩牡丹花争相绽放，3 月的暖

风裹挟着牡丹的清香吹拂山野。山脚下，恺之峰

农家乐里热气升腾，62 岁的老板黄连锋和妻子

颠锅抡勺，为游客奉上地道农家菜。

忙碌从清晨破晓持续至夜深人静。辛苦归辛

苦，黄连锋逢人就夸牡丹好：“没有这一山的牡丹

花，哪有乡亲们现在的红火生活。”20年前，他在自

家门前支了个雨棚，摆上3张桌子，开起了农家乐。

牡丹香风吹来一拨又一拨游客，恺之峰农家

乐的规模也扩大到 20 多张桌子。黄连锋家的抽

屉里，层层叠叠的几十个笔记本上流水般的订餐

信息，见证了游客对垫江牡丹的热爱，也映照出

垫江“花经济”的兴旺。

拾阶登上恺之峰旅游区观景台，千亩牡

丹粉若朝霞、红似胭脂、白如云絮。

垫江牡丹扎根山野，被称作“山

水牡丹”。这儿的牡丹花，富贵中透

着几分野性。放眼山间，桀骜的花

枝与奇石、芭蕉、野草、翠竹相映成趣，好似

一幅生命怒放的写意画卷。

当地人说“牡丹花开，垫江争先”，为啥？研

究牡丹花多年的垫江县牡丹办原专职副主任常

川给出答案：“垫江牡丹每年 3 月初现蕾，开花最

早！”开得早，会不会也凋零得早？这确实是个问

题。垫江人为了让牡丹赏花期更长，在优化本地

品种的基础上，引进了不少外地品种进行嫁接，

让牡丹品种增至 300 多种，花期也从 10 多天延长

到 1 个多月。

开花早、品种多、花期长，垫江牡丹声名在

外。看着山野上热烈绽放的鲜花和热情满怀的

游客，垫江人动起了“花心思”。这几年，垫江县

发展牡丹种植 2 万多亩，除了恺之峰旅游区、牡

丹樱花世界、华夏牡丹园等赏花打卡地之外，还

打造了百亩鲜切花基地、千亩油菜花海、万亩牡

丹观光带，举办农副产品展销、汉服巡游等活动，

赏花致富两不误。

垫江县沙坪镇永胜村党支部书记汪才兰笑

称，每年 3 月，比蜜蜂更早到达牡丹花田的，是花

卉经销商。高峰时，每天有 4 万多枝牡丹鲜切花

从这个小山村启程，运往成都、北京、上海、广州

等地。

钱皓是重庆鳌头牡丹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10 年前，他在垫江县澄溪镇、沙坪镇等地

种植牡丹花，最初靠售卖种子，收益不佳。2019

年开始他转卖鲜切花，没想到一下子就火了，

2000 多亩种植基地年产值超 600 万元。

垫江牡丹，不只是好看。牡丹花饼、牡丹皂、

牡丹花茶⋯⋯垫江人走出了一条以观赏和药用

为主的牡丹产业化发展之路，带动了 3 万多人增

收致富。

3 月 20 日是垫江牡丹文化节开幕的日子，这

个节会，垫江已经连续办了 20 多年。作为活动

组织者之一，黄孔权既兴奋又忐忑：“这些年，虽

然节会的活动内容不断丰富，规模不断扩大，影

响力越来越广，但垫江人热爱牡丹、传承牡丹文

化、发展牡丹经济的心愿始终没有变。”在他看

来，牡丹文化节不仅是一场节会，更是垫江文商

旅体融合发展的催化剂。去年的牡丹文化节，

垫江县接待游客 463.7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

收入 30.9 亿元。

盘算着日子，牡丹村村民黄仕国早早

就准备了 100多盆牡丹花盆栽，整齐摆放

在院子里，“牡丹文化节一开幕，来的游

客更多，这些鲜花盆栽能卖不少钱嘞”。

黄仕国打算再制作几十个鲜

花盆栽，黄孔权为牡丹文化节做着

最后的准备，黄连锋的订餐电

话响了又响⋯⋯明月山

间，春和景明。

昌 江 木 棉 胜 火
潘世鹏

每年二三月，是海南省昌江黎族自

治 县 木 棉 花 开 的 时 节 。 挺 拔 的 木 棉 树

上，红彤彤的木棉花像刚睡醒一样，在半

空中舒展花瓣、吐花露蕊，一簇簇、一片

片，与彩霞辉映，为大地装扮，成为一道

独特风景线。

对游春赏花的人来说，来昌江看木棉

花，是一件乐事。3 月 9 日，笔者乘车赴昌

江，寻访今春木棉花。动车行驶到昌江境

内 ，窗 外 田 野 中 的 几 棵 大 树 突 然 闯 入

眼帘。

“是木棉花！”定睛确认后，内心着实

惊喜了一把。高高的木棉树，火红的木棉

花，如同燃烧的火焰，即便相隔较远也能

目睹大片鲜红。看见木棉花的瞬间，心情

也瞬间变得激动起来。

在 海 南 的 传 说 中 ，木 棉 花 是“ 英 雄

花”。如今，这英雄之花已成为昌江文化旅

游发展的使者，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游客，昌

江也借助木棉花打造起城市文旅新地标。

叉河镇排岸村是中国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村子因河道、梯田等地散落生长的

木棉树而吸引大量游客前来取景拍照。

笔者偶遇了一支身着黎族服饰的团队，领

队阿姐罗敏说，她们是昌江活力舞蹈团

队，这次就是为了跟木棉花合影而来。

在排岸村村口，玉米、火龙果、地瓜等

当地农产品和木棉花茶一道被摆上摊位，

供远道而来的游客选购，农户们依托木棉

花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好生计，平静的村庄

也有了新活力。

每天清晨，黎族阿妹林香都会去木棉

树下捡拾掉落的木棉花。几根木棉枝，几

朵木棉花，在她的巧手搭配下，一束美丽

的木棉扎花就做好了，引得路过的游客驻

足欣赏。

“这花不卖，只为给客人欣赏。”林香

说，她早年在广东打工，这些年家乡发展

得越来越好，就决心留在家乡。

“黎族儿女从小就跟木棉花打交道，小

时候最爱吸木棉花汁，那甜蜜味道永远也

忘不了。”排岸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邢春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今年木棉

花开以来，来村游客量达到历史最高值。”

木棉花带火了乡村，也盘活了景区。

路两旁、梯田边、村落中⋯⋯漫山遍野的

木棉花让昌江成为一座木棉花之城。在

县旅文局工作的蔡婧婧从小生活在黎族

村落，木棉树对她而言有着不一般的意

义，“最开始是黎族百姓用木棉树来织锦，

用木棉花来染色，把木棉搓成条，做成枕

头，织成布。2016 年开始，我们县立足木

棉花特色大力开发旅游线路，为游客打造

看花的全域景观带”。

七叉镇昌化江畔的木棉红观景区，气

候湿润，温度适宜，自然生长的野生木棉

树沿岸伫立。每年春节期间，这里的木棉

花总是争先恐后地开放，乘船赏花成为当

地的特色旅游项目。

3 月上旬，昌化江畔的木棉花大多开

始凋谢，但仍挡不住游客踏访寻花的热

情，乘船观景的游客沉浸在美丽的南国山

水中。景区现场主管余兵感慨：“游船经

营时间跟着花期来定，每年从正月初三

开始只营业 3 个月左右时间。这些年，

游客一年比一年多。今年营业以来，每

天乘船游客有七八百人次，经常出现

一票难求的现象。”

花开花谢，木棉胜火。在昌江，

那一株株从远古成长至今的木棉树，

依旧在每个春天捧出如火的花团，献

礼给五湖四海的宾朋。一朵朵承载着

黎族儿女感情寄托和人们对美好生活

向往的木棉花，在昌江的大地上繁荣

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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