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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向我询问月季花球新品种”

“南阳月季甲天下”。
南阳种植月季的历史可以
追溯到汉代，兴于明清，盛
于当代。

月季是南阳的市花，
以品种多、品质好、规模大
著称，在全国享有盛名。
2000年，南阳市被命名为
“中国月季之乡”。

对南阳而言，月季不
仅提高了城市颜值，而且
提高了群众的幸福指数。
南阳市发展起了月季苗木
繁育、花卉深加工、文化旅
游三大产业。月季，不止
于被欣赏，而是升级换代
成为一项生态富民产业，
也早已成为与世界接轨的
一条纽带。

2012年以来，南阳市
组织实施了“优美花城”行
动计划，在中心城区栽植
各类月季 1300多万株，在
中心城区精心打造了30条
月季大道，60个月季游园，
20个月季社区，100个月季
庭院，自此形成了月月有
花开、四季花常在，姹紫嫣
红、花团锦簇的城市美景。

南阳月季研究院成立
后，共收集、保护月季种质
资源 6300余种，数量位居
全国第一、世界前列。其
中广泛用于生产的品种
800多种，培育大花、藤本、
树状、地被等8大类型。

作为中国月季之乡和
全国最大的月季苗木繁育
基地，月季带富能力强，农
民种植积极性高，是名副其
实的“致富花”，有力助推了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数据就是最好的例
证：南阳全市月季种植面
积 15万亩，年出产苗木 15
亿株，带动全市超过 15万
人加盟月季产业，亩均收
入近万元，年产值 25 亿
元。南阳市共有月季花卉
企业466家，其中省级以上
龙头企业 9家。苗木远销
德国、荷兰、日本等20多个
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占全
国的 70%，苗木供应量占
国内市场的 80%，被授予
“世界月季名城”称号。

南阳，也因多姿多彩
的月季，为世人瞩目。

这里是目前全国最大
的月季主题游园，被专家
誉为世界月季名园。位
于北郊独山东麓、白河之
滨，由“南阳月季基地”投
资创建，由名贵月季品种
展示园、古桩月季园、月
季基因园、盆景月季园、
月季文化展等组成，占地
1300余亩。自 2010年 10
月建成以来，月季博览园
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300多
万人次。

“总书记就是在这里
向我询问月季花球新品
种的，他很感兴趣，听得
很专注，看得很仔细。”5
月 13日，南阳月季博览园
内，游人如织。南阳月季
基地总经理赵磊回忆起
与总书记的互动时难掩
兴奋，“总书记的笑容、目
光是那么亲切、和蔼，令
我终生难忘”。

红色、白色、粉色、紫
色……五彩缤纷、争奇斗
艳的月季，成了游客们手
机中最美的风景。南阳，

瞬间成了一座花城。其
中由南阳月季基地独自
研发的树状、古桩月季为
世界首创，形成了百年古
桩、一树多花等景观，补
充国内月季产业多项空
白，色彩斑斓，令人目不暇
接、心旷神怡。

“我对月季的痴迷与
生俱来。”卧龙区石桥镇施
庄村，是远近闻名的月季
专业村。在这里长大的赵
磊，1997年大学毕业后回
到家乡，在南阳月季基地
开始操持他最爱的月季
花。20多年来，从技术员
干到总经理，他通过自己
的努力，使南阳月季在月
季新技术开发、新品种培
育、树状月季研究、月季产
业深入发展等方面走在了
全国的前列。

赵磊的另一个身份是
中国花卉协会月季分会常
务理事、南阳市花卉协会
常务理事。开发新品种，
打造新品牌，逐步实施品
牌战略，这是赵磊科技攻

关中的重要一环。为了促
进和带动南阳月季产业向
纵深发展，赵磊开始创建
南阳月季博览园，先后获
评全国十佳花木种植企
业、南阳最受欢迎的十佳
景区等称号。

在 2016年南阳月季
展上，南阳月季博览园正
式被中国月季协会命名为
“中国月季园”。在南阳月
季基地的示范带动下，石
桥镇已有 19个村庄、1000
多户农民靠月季种植走上
了致富之路。

“月季是传统名花，象
征着勤奋、和平、爱情。”
在谈到未来发展时，赵磊
表示，“总书记的关怀和
鼓舞让我对未来更有信
心了。应承担社会责任，
用科技促发展、用创新铸
品牌，拓展国际视野，为
经济发展贡献力量。我
的理想就是用科技改变
乡村面貌，用五颜六色的
月季帮群众致富，共享美
丽生态。”

靠月季种植走上了致富之路 “市花”进万户，出口月季七成南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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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来啦！”12日下午，在南阳月季博览园，游客石先生等遇到总书记，纷纷围拢上来。“总书记好！”问候声此起
彼伏，总书记频频挥手致意。一些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们还拿起了手机，记录下这珍贵瞬间，“真是太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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