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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省名城联动 共扬国色美名——“盛世牡丹耀中国”大型融媒体联动报道之襄阳篇

历时 15 年——襄阳市选育出保康野生牡丹。

襄阳古城夜景如画。

一江碧水穿城过，十里青山半入城——这里是湖北省襄阳市。
襄阳是一座真正的城。这里有岳飞抗金、元军围城的历

史风云，还有金庸笔下郭靖黄蓉、女侠郭襄、众侠客死守襄
阳的江湖传说。

一座襄阳城，半部中国文化史——《三国演义》120回，其
中 32回故事就发生在襄阳，《全唐诗》中有 4000多首写到襄
阳，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襄阳出现了 260多次……

穿越数千年的风云变幻，如今的襄阳，是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国家园林城市、省域副中心城市、汉江流域中心城市、
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和重要铁路枢纽。

阳春四月，走进襄阳，除了能感受青春的激情、发展的
活力、文明的力量外，更是繁花似锦满古城的美景，其中花
中之王牡丹尤为亮眼。

花开时节动古城

最美人间四月天，襄阳城外牡丹开。
襄阳种植牡丹的历史悠久，明代《襄阳府志》就有“隆中

牡丹繁茂”的记载。
人们对牡丹的热爱更是深入骨髓，襄阳历来就有“三月

三看牡丹”的民俗。
4 月初，天气晴好，温度适宜，襄阳古隆中牡丹园里的近

万株牡丹花开正盛。“姚黄”金光灿烂，“烟绒紫”墨里含金，
“洛阳红”喷红吐艳，“豆绿”美如碧玉……红白黛绿，姹紫嫣
红，五彩缤纷，美不胜收。

据古隆中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众多的牡丹品种中，最负
盛名的要数“襄阳大红”和“卧龙出山”两个自己培育出来的
传统品种，还有那“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荷包牡丹”，似乎
在默默地诉说着诸葛亮、黄月英和襄阳的故事。

不仅古隆中有牡丹，诸葛亮的夫人、华夏才女黄月英的
娘家黄家湾同样有牡丹园。

4月 8日，记者在黄家湾景区里看到，这里的牡丹花开正
艳，游人如织，既有拍照打卡的，还有专业摄影的。

据襄阳黄家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衡光义介绍，黄
家湾栽种牡丹始于 2009 年，面积达 100 亩，数量超过 10 万
株，是襄阳面积最大的观赏牡丹基地。

黄家湾的牡丹品种以“花王”和“台锦”为主。“这两个品种
的牡丹花大、重瓣、色艳，而且病虫害少，长势茂盛。”衡光义说。

据衡光义介绍，牡丹的花期短，一般在一周左右，开花
期间若遇到雨天，一场雨就让牡丹“香消花殒”。“今年的天
气特别给力，牡丹花开得又盛又艳，是多年来少有的盛况。”

看来，牡丹不语知人意。不愧是与“智圣”诸葛亮有密
切关系的“智慧牡丹”。她们似乎以这种方式展示最美，与
兄弟城市的牡丹相媲美。

“中国郊野园林第一家”的习家池景区也迎来了牡丹的
盛花期，5000 株牡丹陆续绽放。习家池景区牡丹园种植的
牡丹有“富贵满堂”“玉芙蓉”“锦袍红”“皇冠”等十多个品
种，颜色有白色、粉色和深红等。此地因牡丹花大而香，又
有“国色天香”之称。习家池牡丹园依山而建，牡丹花错落
有致，和周边景色相映成趣。

此外，唐代大诗人孟浩然归隐地鹿门山、与汉江女神密
切相关的襄阳万山、汉光武帝刘秀发迹之地白水寺、再现盛
唐长安繁华的襄阳唐城景区等，无不牡丹盛开花似锦，芬芳
四溢扑面来。

野生牡丹世无双

野生牡丹今何在，鄂北荆山独妖娆。
再好看的牡丹，也是由野生牡丹培育而来。中国是牡丹

花的唯一原产地，世界上所有品种的牡丹都是从中国的野
生牡丹培育而来。那么，我国野生牡丹的故乡在哪里？

保康是隶属于湖北省襄阳市，荆山山脉横贯保康中部。
自古号称奇书的地理专著《山海经》中记载：“荆山之首

曰景山，其上多金玉，其木多杼檀……其中多丹粟。”“丹”，
即牡丹，这说明荆山是牡丹频生之地。

据长期研究野生牡丹的湖北五道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工程师王波介绍，1998 年，来自新华社的一篇题为
《保康发现大面积野生牡丹群落》的报道受到关注。

保康县野生牡丹群落分布于该县的大水林场、官山林场、
横冲药材场和后坪、黄堡、龙坪、歇马等 13个乡镇，计 58处，
面积达 166.6 公顷。按花瓣、花蕊、子房和柱头的不同颜色，
可分为深红、粉红、纯白、浅紫、浅黄、白紫斑、红紫斑、黄紫斑、
红边、荷花色等 22个品种，累计植株 10万多株。这里不仅有
成群连片的野生牡丹群落，还有一花独放的移栽牡丹王。
后坪镇詹家坡村六组村民孙天培家移栽了一株野生牡丹，
高达 2.55米，每逢花期，繁花似锦，被称为“中华牡丹之王”。

两个世纪来，世界牡丹专家已发现了 10个野生牡丹种、1
个亚种和若干个栽培种，而保康野生牡丹就有“紫斑牡丹”“卵
叶牡丹”“杨山牡丹”“保康牡丹”“红斑牡丹”5个野生牡丹种
和“林氏牡丹”1个亚种，占世界牡丹野生种的一半以上。

1994 年 4 月 26 日至 28 日，时任国际树木学会副主席、
意大利牡丹专家奥斯蒂博士及其助手、德国学者维斯特芮
克先生在中国林业科学院教授洪涛的陪同下专程来到保
康，对多处野生牡丹群落现场考察后，他们认为保康县是全
国牡丹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并感慨地说：“保康野生牡丹面
积大，株数多，花色全，保存完整，在世界牡丹中绝无仅有，
实属天下第一，举世无双。”

对于保康野生牡丹，《人民日报》海外版称赞：“野生牡
丹今何在，鄂北荆山独妖娆。”《新华社每日电讯》、中央电视
台、湖北电视台等数十家新闻单位也进行了宣传报道。

保康成为野生牡丹的发祥地之一，得益于它得天独厚的
地理位置——保康县与原始森林神农架、“水都”十堰、长江
三峡宜昌接壤，地处鄂西北大山区，是全球植物学界认可的

“纯野生植物天堂”。

产业发展正提速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襄阳、洛阳分属于两省的这两座古城，自古以来就有深

厚的渊源，牡丹更是让两城联系紧密。
湖北五道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程师王波介绍，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洛阳市牡丹研究所（后改名为洛阳市
牡丹研究院）每年都会派人到保康县进行科研，“他们从保
康引进紫斑牡丹后，选育出了 6个观赏新品种”。

刘楚国是保康县鹰子石牡丹种植家庭农场的负责人。
他表示，前些年，他的基地也一直和洛阳市农林科学院牡丹
研究所有联系。 2014 年 4 月，洛阳市农林科学院牡丹研究
所高级工程师魏春梅还亲自带队到基地进行科研。

除了观赏，牡丹还是集药用和油用价值于一身的重要经
济植物。保康野生牡丹冠华夏，研究开发保康牡丹、以资源
换产业，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和经济意义。

自 2000 年以后，保康县就加大了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和
升级力度。仅 2000年经襄阳市人民政府同意就建立了保康

五道峡、刺滩沟、龙坪红豆杉、鹫峰 4 个市级自然保护区，从
而更有效地保护了野生牡丹。2024年 1月 8日，国家林业和
草 原 局 批 复 了《湖 北 五 道 峡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总 体 规 划
（2023—2032年）》，有利于强化保护紫斑牡丹等野生牡丹。

与此同时，湖北省农业科学院、襄阳市林业科学研究院
等科研单位与相关企业合作攻关，开展保康牡丹保护性研
究，在紫斑牡丹品种选育、栽培、基地建设及牡丹深加工等
方面取得了快速发展，建有湖北省境内唯一油用牡丹繁育
基地，年供应种苗 500万株至 1000万株。

近年来，襄阳市林科所与南京林业大学合作，开展牡丹
新品种选育。该项目以观赏牡丹“洛阳红”“锦袍红”“建始
粉”作为父本，挑选襄阳市特殊花色、花型的牡丹作为母本
进行杂交，后期收取杂交种子培育，以期得到油赏兼用的油
用牡丹新品种。

保康县成立了鹰子石牡丹种植家庭农场，以自有牡丹基
地为基础，开发了保康牡丹籽油、保康牡丹全花茶等产品，
农场以开展保康牡丹和本地特色苗木繁育、选优、栽培、市
场开发为基础，带动当地农民致富，发展生态产业。农场积
极带动当地贫困户、其他农户及专业合作社发展产业。

另外，襄阳各地也在积极发展观赏牡丹，推进农文旅产
业深度融合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

虽然襄阳野生牡丹勇冠华夏，但资源尚未打开知名度，需
要进一步挖掘本地优势，使襄阳牡丹之于全国乃至全世界都
实至名归。对此，有网友建议，襄阳、洛阳、菏泽等地，要积极
搭建“以花为媒”的综合性交流平台，互通互惠，一同谋划牡丹
产业发展，构建一流的牡丹元素产业体系，带动群众勤劳致
富，促进地方经济增长。 襄阳日报首席记者 李兴会

4 月 14 日，太原古县城花馍研习社内，孩子们体验非遗的魅力。近日，太原古县城依托传统文化资源，推出不
同主题的体验课堂。 王 昕 杨润德 摄影报道

《山西省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出炉

我 省 经 济 运 行 稳 中 向 好

本报讯 4 月 14 日，省商务厅、市贸促会在太原举行
新闻发布会，第二届中国食品工业品牌博览会将于 2024

年 9 月 26 日至 28 日在山西省太原市潇河国际会展中心隆
重举办。博览会以“食品安全与健康生活”为主题，旨在集
中展示中国食品工业的最新成果，推动品牌建设和产业发
展，促进国内外食品工业的交流与合作。

第二届中国食品工业品牌博览会展览面积预计达 10

万平方米，规模空前。共设有 11 个展馆，涵盖酒类、食品、
饮料、调味品和预制菜、食品包装与机械五大类别，展品
品种达 2000 余个。这些展馆将充分展示中国食品工业
的丰富多样性和创新活力，为全球消费者带来一场食品
盛宴。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博览会的规模较上届有显著增
长，在山西同类型展会中，面积最大，品类最多，参展企业
数 量 增 加 ，预 计 吸 引 国 内 外 众 多 知 名 食 品 工 业 品 牌 参
展。五大类别的展品将全面展示中国食品工业的最新成
果和发展趋势，为参观者提供一场视觉和味觉的双重盛
宴。针对山西省特色产业，本届博览会特别增加了清香
型酒专馆和老陈醋专区，旨在进一步推动地方特色食品
产业的发展，提升品牌影响力。清香型酒和老陈醋作为
山西省的传统特色产品，历史悠久，深受消费者喜爱。通
过专馆和专区的设立，为这些传统产业注入新的活力，开
拓更广阔的市场。

（李晓并）

第二届中国食品工业品牌

博览会九月亮相太原

（上接第 1版）

尖草坪区

4月 9日，尖草坪区召开农村人居环境突出问题集
中整治行动工作安排部署会。该区将成立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专班，切实帮助基层解决困难问题。各乡
镇、街道将结合创城、创卫工作，严格落实干部分片包
区责任，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万柏林区

4月 10日，万柏林区委统战部、区工商联举办新时代
民营企业家培训计划启动仪式，该区相关部门负责人以
及多家金融机构和全区优秀企业家代表参加活动。参
会人员赴太原市玉泉山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中车集团、
太原中海国际中心楼宇企业观摩学习、交流先进经验。

晋源区

4月 9日，晋源区组织召开农村人居环境突出问题
集中整治行动专题会议。该区将着力夯实前期建设基
础，形成有效、可持续的长效管护和考核机制，运用好村
级保洁机制，促进各镇（街道）各村形成良性竞争局面。

古交市

4 月 12 日，古交市政府主要负责人来到头南峁畜
牧局小区、大川东路线务段小区、桃园路等地检查市容
环境卫生“十乱”整治专项行动工作。古交市将着力解
决环境脏乱差、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等突出问题。

清徐县

4 月 13 日，清徐县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在清徐经
济开发区绿化提档升级工程 307 国道美锦钢厂段植树
点，清徐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与干部群众一起为生
态清徐建设再添新绿。

阳曲县

4月 11日，阳曲县委主要负责人来到高村乡，开展
软弱涣散村党组织的摸底排查工作，同时就基层党组
织建设、基层社会治理、产业发展规划、村集体经济收
入、改善人居环境、铁路桥涵排水工程等情况进行调
研；此外，还前往西兴庄村督导检查护林防火工作。

娄烦县

4 月 13 日，我市第十届全民健身节娄烦县分会场
活动在该县双拥主题公园举行。近年来，娄烦县群众
参与健身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铁人
三项赛”、环太原公路自行车赛等体育赛事成功举办，
充分展现了娄烦干部群众的精神风貌。

综改示范区

4月 9日，综改示范区武宿综合保税区服务中心与
天津港保税区海港管理局、天津港保税区城市更新投
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协议的签
署，对打造内陆地区的前沿窗口、实现晋津两地全面协
同发展的合作新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中北高新区

4 月 12 日，由尖草坪区委、区政府，中北高新区党
工委、管委会和太钢集团联合举办的特钢和高端金属
材料产业链协作配套、精准招商对接暨专用设备制造
行业用钢产品推介会举行。这是尖草坪区实施“政
府+开发区+‘链主’企业”联合招商模式的第三次招商
大会。 （以上由 王 勇 编辑整理）

本报讯 省统计局日前发布了《山西省 2023 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3 年，我省经济运行总体稳中
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全方位转型不断深化，社会大局
保持稳定，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迈出坚实步伐。

“稳”的基础更牢

经济发展稳中向好。推动经济回升向好 40条政策措施
落地显效，全省经济在固本培元中加快恢复，全年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 2.5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5.0%；两年平均增长 4.7%。
第三产业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

能源保障坚实有力。原煤产量在连续两年每年增产 1

亿多吨的基础上，再增产 5743 万吨，达到 13.78 亿吨，占比
达到全国总产量的 30%，增量、总量均居全国第一；以长协
价保供 24 个省份电煤 6.2 亿吨。规上发电量 4376.1 亿千瓦
时，比上年增长 4.6%，为 23 个省份输送了 1576.0 亿千瓦时
电力；规上非常规天然气产量 145.9 亿立方米，增长 9.6%，
除自用外有力保障了京津冀地区用能需求。

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打通交通运输大动脉，
年末公路通车里程达 14.7万公里。大力推进以 5G基站、数据

中心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年末移动电话基站数达
32.9万个，其中 5G基站 9.3万个，提前两年完成“十四五”建设任
务；年末5G移动电话用户2047.6万户，比上年增加633.6万户。

“进”的动能更强

新兴动能蓄势成长。全省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实施
产业链“链长制”，梯度培育特色专业镇，新增 6 条省级重点
产业链和 8个省级重点专业镇。

能源低碳转型加快推进。在纵深推进能源革命进程中
加快培育绿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全年万元地区生产总值
能耗比上年下降 2.9%，超额完成年度节能目标，“十四五”时
期累计降幅位居全国前列。全年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非
化石能源发电量 855.5亿千瓦时，增长 18.5%。有序开展源网
荷储一体化，年末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到 45.8%。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和 对 外 开 放 。 年 末 经 营 主 体 总 数 达
430.4 万户，比上年增长 8.2%；全年新登记经营主体 83.9 万
户，新增“四上”企业 3693户。

科技创新持续深化。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4155 家，
比上年增加 239 家；专精特新企业达到 2392 家，增加 279

家。发明专利授权量 6557件，比上年增长 30.5%。国家企业
技术中心增加 3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增加 42家。新增中国
工程院院士 1名，新增 15个博士后流动站和工作站。

“暖”的底色更足

就业收入总体稳定。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48.9 万人，比
上年多增 2.6 万人，超额完成 45 万人的全年目标任务。全
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0924 元，增长 6.0%；从城乡看，城
镇、农村居民收入分别提高 1795元、1354元。

民生福祉稳步提升。全省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
力度，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在教育、卫生健康、社会保
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支出达到 3988.1亿元，比
上年增长 6.0%。居民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全年城镇、农
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比上年增加 2601元、1593元。

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国家下达的约束性指标任务全部
完成，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到 93.6%，黄河流域
国考断面全部退出劣Ⅴ类。全年完成造林 304.5千公顷，其
中人工造林面积占比 66.7%，人工造林规模连续 3年排全国
第一位。 （贺娟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