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 磊
中国月季园总经理

从一名农业生产技术员逐步成

长为业界知名的月季专家，20年来，

赵磊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南阳月季

在新技术开发、新品种培育、树状月

季研究、月季产业深入发展等方面

走在了全国前列，为南阳月季发展

壮大、成为全国最大的种植中心和

销售中心作出了突出贡献。

1997 年大学毕业后，赵磊回到

家乡开始种植月季，为了学习业务

知识，他和技术员一起到北京、上

海、昆明，甚至远赴花卉大国荷兰、

德国，访问月季种植名家，学习最新

技术。通过努力，他逐步掌握了各

种月季的生长习性，600余个不同品

种，他只看花色、花茎、叶片，就能辨

别出名称。

赵磊翻阅了大量科技资料，制

定了南阳月季基地《新品种培育标

准》，先后培育出“卧龙”、“夏令营”、

“红枫”等 60余个优质月季品种。他

还率先对树状月季、古桩月季进行

深入研究，填补了国内多项空白。

通过十多年的钻研，目前南阳月季

基地已拥有各种规格树状月季近 30
万株，成为全国规模最大、规格最全

的树状月季生产基地。

2011 年，赵磊开始创建中国月

季园。目前已完成投资 1.5亿元，园

区一期建设面积 1000 余亩，种植名

优月季品种 1200 余个，是目前全国

最大的月季主题游园。

（本报记者 洪 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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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被誉为种植月季的“大咖”，研发培育月季

新品、精品，南阳月季种植品种、规模、供应量、出口量

均居全国前列，为建设享誉海内外的“中国月季之乡”

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是月季产业产学研结合的先行者，示范带动

南阳月季产业做大做强，实现令人瞩目的社会效益和

生态效益，为我市建设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

市、国家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提供了有力支撑。

他们，有着共同的名字——南阳市月季大师，引

领高达 20 亿元产值的月季产业突飞猛进、跨越发展，

成为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支柱产业。

为有效加强对月季专业人才的培育激励与引导，

充分发挥专家型、大师型月季人才在技术、经济、文

化、道德等方面的引领与示范带动作用，推动世界月

季名城建设，我市开展了首届南阳月季大师评选活

动，13 位业绩突出、为南阳月季事业发展作出突出贡

献的劳动者光荣入选。2018 年 11 月，市政府正式命名

首批南阳月季大师。2019 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召开之

际，本报集中展示 13 位月季大师的先进事迹，与鲜花

齐放，光耀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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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风范 引领发展 南阳月季香飘五洲
— 首 批 南 阳 市 月 季 大 师 群 像 素 描

刘 玉
南阳森美月季合作社总经理

进入月季行业以来，通过不断探

索创新，使用新的嫁接手段使得树状

月季的成活率达到百分之百，成为规

模化种植树状月季的先行者。面对

获得的各种荣誉他总是泰然处之 ,永
远谦卑平和，一心只想创作更多精美

的月季作品，他就是森美月季种植专

业合作社总经理刘玉。

刘玉对月季的喜爱几乎达到了

痴迷的程度。他时常一个人拿着

笔和本子，边看边想边做笔记，大

棚里的每一棵月季他都非常熟悉，

为了方便照料他的花儿，常年吃住

在月季基地。皇天不负有心人，在

从事月季生产的过程中不断开发

新产品，刘玉的花篮式园艺月季培

育方法获得国家专利，新品一经推

出，就备受客户青睐。同时，在各

级月季展览中他的参展作品屡次

获奖。刘玉 2015 年被中国（南阳）

月季组委会授予“月季生产能手”

称号；在 2016 年世界洲际月季大会

上他的作品获得 2 项银奖；2018 年

11月，他又被评为“月季大师”……

目前，在刘玉的带动下，森美月

季种植专业合作社已发展成一家集

生产、销售、新产品开发、生态观光

为一体的复合型企业，周围不少人

依靠月季种植走上了小康路。

（本报记者 杨 萌）

苏金朋
卧龙区金鹏月季有限公司总经理

在种植月季之前，苏金朋从事建

筑行业，源于对月季的喜爱，开始转

入花卉苗木行业。这一干就是 20多
年，苏金朋从一名月季“门外汉”成为

南阳月季大师，培育出很多高规格、

高标准的月季品种。

苏金朋从 1995年种 5亩月季起

步，发展到现在近 2000亩的月季基地，

在政府的帮助下，在农业产业化政策

的引导下，逐步形成了规模化生产。目

前月季品种有 800余个，产品不仅畅销

国内，而且走出国门，如德国、荷兰、俄

罗斯、日本等国。他创办的卧龙区金鹏

月季有限公司不仅是南阳市人民政府

评定的“产业化龙头企业”，还是原省林

业厅评定的“产业化龙头企业”。

付出总有回报。2018年，凭借先

进的种植管理经验、完善的实体+电商

营销网络以及独有的新品种培育技

术，苏金朋荣获“南阳月季大师”荣誉

称号。在自己致富的同时，苏金朋不

忘带动乡亲共奔小康。目前，已为 200
多名农民提供了第二职业，每人年收

入一万余元。另外，还培训“嫁接”、

“栽培”月季工 110名，月季管理人员 21
名，为农民致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百姓富，生态美”是企业发展的

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他表示在企业

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不会离开这条主

线。 （本报记者 杨 萌）

王 超
南阳天润月季有限公司董事长

43岁的南阳天润月季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超，目前共管理南阳月季合

作社、南阳淯水龙源玫瑰花业有限公

司以及南阳锦绣月季进出口有限公

司，月季生产基地面积近千亩。

为了探索月季玫瑰产业发展的新

途径，王超先后开展月季玫瑰衍生产

品研究，包括玫瑰酒、月季饼等研究生

产，同时创建中国月季交易网，使月季

传统花卉产业搭上互联网快车，通过

互联网+月季，帮助南阳月季种植户实

现生产有方、销售有道，销量不断增

加，打响了南阳月季品牌。创建河南

省月季玫瑰创新技术产业联盟，集合

多方资源，开展月季产学研，包括新品

种研发、优质品种筛选、种植技术研究

推广及综合性展览。2017年初月季玫

瑰创新技术产业联盟通过审核，被提

上月季产业发展日程。

王超还通过南阳锦绣月季进出

口有限公司，积极推进南阳月季走向

世界，制定月季出口标准，使南阳月

季出口有标准可依。

南阳天润月季有限公司先后获得

全国科普惠农兴村先进单位、河南省

林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全市农民

专业合作社三十强、河南省农民林业

专业合作社示范社、河南省农民合作

社示范社、石桥镇 2016年度特殊贡献

企业等荣誉称号。（本报记者 赵 勇）

李付昌
南阳月季集团公司总经理

自 2002 年开始，南阳月季集团

的鲜花种苗出口到荷兰、德国等，成

为全国首家向欧盟出口的月季种苗

企业。连续 17年出口月季种苗 6000
万棵以上。

多年来，南阳月季集团公司在总

经理李付昌带领下，被评为农业产业

化市级重点龙头企业、河南省林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和全国花卉先进

生产企业。他们培养的花卉先后获

得多项省、市级月季奖项，成为本行

业出类拔萃的企业。

李付昌从事月季生产与管理工

作多年，积累了大量月季苗木的栽培

和嫁接经验，多次被评为月季生产能

手，当选为河南省花卉协会绿化苗木

分会副会长，还参与编写百花盆栽图

说丛书《月季》一书。

该集团在李付昌打理下，业务蒸

蒸日上，七八年间基地面积翻了 10倍，

年产月季种苗约 4000万棵，出口量达

500万株，现已成为集月季研究、品种

繁育、鲜花生产和种苗销售“四位一

体”的专业化月季生产基地。针对市

场需求的变化，他们及时扩大苗圃生

产面积，调整种植结构，推出自己的拳

头产品，月季品种由最初的 5个到现在

的 2000多个，涉及树状、微型、藤本、地

被、食用玫瑰系列等 8大类拳头产品。

（本报记者 赵 勇）

王 祥
卧龙区成教月季繁育基地总经理

在做成教月季繁育基地总经理

之前，王祥做了 6 年教师，后被借调

到卧龙区石桥镇政府工作，负责对镇

上的农民进行月季嫁接、扦插等技术

培训工作。培训离不开试验田，于是

他就承包了土地种植月季，起名“成

教月季”。

在月季栽培管理上，王祥有独到

的见解和成熟的应用技术，他的小苗

苗床管理和大田育苗管理已成为行

业的楷模；在生产工具上创新，使用

了起苗机起苗、锄草机除草，大大节

约了劳动力，提高了生产效率。

他潜心研究月季的生长及病虫

害防治。创新月季小苗苗床管理技

术和大田育苗管理技术，被行业广泛

应用。

辛勤的工作使王祥多次在全国

性展会中荣获奖项。2005年 4月，在

首届全国月季展览会中荣获一金、一

银、一铜奖项。2011年，在西安世园

会 展 览 中 被 评 为“ 国 际 展 览 特 别

奖”。2014年，在第六届全国月季展

览会中被评为金奖。 2015 年，在中

国（南阳）月季展览会中荣获银奖，个

人荣获 2015中国（南阳）月季展组委

会“月季生产能手”荣誉称号。在

2016年南阳市全民终身学习活动中

荣 获“ 百 姓 学 习 之 星 ”的 荣 誉 称

号…… （本报记者 赵 勇）

王怀青
中国月季园副总经理

54 岁的王怀青从基层做起，饱

尝艰辛，攻克技术难题，获得专利技

术，在每一个岗位上都尽职尽责，为

月季产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大贡

献。

为了学习和引进先进的月季栽培

技术，王怀青饱尝艰辛，不惜代价，赴

北京、奔上海，走访种植名家，学习先

进技术，了解市场行情，与中国农科

院、北京市园林科研所等单位取得联

系，并聘请中国月季专家许肇梅、黄善

武、勇伟为技术顾问，进行常年技术指

导。1993年，他从日本引进无刺蔷薇

做砧木，嫁接优良的月季品种，开发了

30多个新品种，拥有了自己繁育命名

的月季新品名。创新推出的藤本品种

夏令营、欢腾等，因花多、花繁、花鲜、

长势强壮，在市场上一直热销。王怀

青根据月季生长特性，结合南阳盆地

气候，大胆进行科学实验，将塑料大

棚、遮阳网用于种苗栽培上，变过去一

年出一茬苗为月月有种苗出棚，且苗

壮易活，便于管理，经济效益提高了十

倍以上。 （本报记者 赵 勇）

孙聚有
大众园林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现任南阳石桥大众园林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的孙聚有，在南阳月季基

地从基层做起，并逐步成为公司的核

心骨干力量，长期工作在月季生产和

管理一线，从事月季培育与管理 34
年，经验丰富。

在多年月季生产管理实践中，

孙聚有深深感到：月季种植的发展

方向是要通过与国际、国内同行的

技术交流与合作，借鉴和学习他们

的先进技术、丰富经验，建立完善月

季种苗标准化生产体系。这就要革

新传统的粗放型经营模式，对月季

种苗从繁育到销售的全过程进行科

学化、程序化和精细化的管理，让月

季种苗按照设定的程序生长，保证

高质量月季种苗的出圃。因此，在

对 30多年来月季种苗生产经验总结

的基础上，参考国际同行的做法，孙

聚有参与制定了田间管理、种苗溯

源、疫情监测等 10项制度，对月季种

苗 的 生 产、销 售 进 行 了 标 准 化 管

理。同时，注重产、学、研合作，聘请

国内知名月季专家做技术顾问，与

国内外著名科研机构和企业横向合

作，创造和利用一流的研发技术，培

养出一大批月季人才。

（本报记者 赵 勇）

苏玉果
卧龙区金鹏月季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苏玉果是月季大师苏金朋的小

儿子，他从小就对月季情有独钟。

2003 年，苏玉果辞职回到家乡卧龙

区石桥镇从事月季栽培。

为了能够在国际种苗市场占有

一席之地，苏玉果潜心研究月季种苗

标准化生产的事宜。美国、德国、日

本，不管是哪个国家，只要有了新品

种上市，苏玉果总会亲自或托人将最

新品种引进自己的月季园，培育、繁

殖。目前，从湖南引进的新品种“百

日红”已实现大面积扦插 ,与日本一

公司合作的 400 余个新品种合同已

签订，产品将直接远销世界各地。

经过多年的摸索与实践，他不仅

在月季种植病虫害防治、土壤改良、

种苗保鲜、反季节栽培等方面取得了

丰硕成果，还积极研究、探讨、驯化野

生蔷薇，革新嫁接技术，自育月季新

品种 30 多个，累计向国内外销售月

季 6000万株。

事业有成的苏玉果，致富不忘乡

亲。目前，作为省级林业部门授牌的

“产业化龙头企业”，卧龙区金鹏月季

有限公司的月季基地中，有 2400 名

农民的土地作为股份入股，公司把土

地分成 20个生产基地，先后与 100多
户农户签订月季生产供销协议，辐射

带动周围 5 个县区发展月季种植面

积 1万多亩，通过“互联网+企业+农
户”的发展模式，带动农户增收。

（本报记者 洪 塔）

王桂雨
南阳文鲜月季科普基地总经理

王桂雨，南阳文鲜月季科普基

地总经理，拥有丰富的月季生产和

实践经验，在她十多年的悉心管理

下，南阳文鲜月季科普基地已发展

到 1800 余亩。基地现有月季品种

600 多个 ,主要是引进国外名优新品

种进行试验、加工、筛选、繁育，现有

树状、微型、藤本、杂交、切花、丰花、

地被、蔷薇、月季造型等系列拳头产

品。

树状月季的培育与王桂雨有着

不解之缘。

偶然的一次机会，王桂雨他们尝

试着用粗壮的蔷薇做树干 ,从月季中

优选直立性较好、树冠匀称的品种嫁

接。起初尝试的是芽接，后来他们又

探索出劈接法，实现了树状月季一年

成形。后来又培育出小型的树状月

季“棒棒糖”等，还摸索出无刺蔷薇

做砧木的树状月季新品种。通过科

技创新，引进名优品种，南阳的月季

苗木含金量不断提高，产品不断丰

富。

由于突出的模范带头作用，王

桂雨被评为 2016 年市级三八红旗

手。在她的带领下，南阳文鲜月季

科普基地也多次被评为河南省林业

龙头企业和全国花卉先进生产企

业、全国十佳苗圃，还获得了河南省

农村科普示范基地、南阳月季知名

品牌等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 赵 勇）

王书祥
南阳宝远月季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王书祥一直从事月季推广工作

及扦插、嫁接育苗生产管理。通过

几十年的努力，他逐步掌握了月季

的生长习性，精通了月季繁育的技

能，在月季栽培、病虫害防治、控

花技术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多年来，我市月季产业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王书祥都参与其中。

2003年至 2017年，王书祥带领团队

先后培育出了 60 多个新优月季品

种。经过多年研究，他摸清了木香蔷

薇与月季品种的亲和性，对南阳月季

树的发展起到积极带头作用，并在南

阳月季基地支持帮助下,建立了南阳

市花卉研究所、土肥化验室、种苗组

培室。完成了月季种苗保鲜、反季节

移植等科技攻关项目，使月季的异地

四季运输和种植成为现实，月季种苗

的优良品种率始终保持在 80%以上，

赢得了全国各地客商的青睐。

2018年，作为世界月季洲际大会

主会场的南阳，月季种植进入高潮期，

为确保主会场月季种植，受省育兴建

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邀请，王书祥受

命担任该公司南阳市月季园项目监理

部月季管理负责人，对月季苗木质量

的把控、月季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开展

技术指导。 （本报记者 洪 塔）

陈新国
南阳月季基地技术总监

年逾七旬的陈新国不仅是园艺

师，更是南阳月季基地技术总监兼花

卉研究所所长。自南阳月季基地

1983 年成立，陈新国便作为骨干力

量从事月季栽培与研究，先后培育出

30余个月季新品种。

在月季栽培与管理领域，陈新国

具有较高造诣，曾参加中国农科院蔬

菜花卉研究所、北京市园林科研所等

20余家科研、生产单位进行的技术交

流与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运

用有性杂交和辐射诱变等技术措施，

先后培育出卧龙、夏令营、红枫等 30
余个优良新品种；1995年参与将塑料

大棚、遮阳网用在种苗繁育上，使经

济效益增加十倍以上；1997年他参与

建立了花卉研究所和土壤分析实验

室、微机室、月季组培实验室，进一

步增强了企业的科技实力；1999年-
2000年他参与完成了月季种苗保鲜、

反季节移植科技攻关项目，使月季的

异地四季运输和种植成为现实；2014
年他开始研究起垄机技术与起苗装置

技术，于 2016年 12月攻克技术难题，

注册实用新型专利，为月季产业的发

展壮大作出了重大贡献。

面对“月季大师”这个称号，陈新国

表示，这个称号让他多了一份责任感，

他想把自己的所学传给年轻人，让更多

喜爱月季的人懂得如何种养月季，希

望培育出更多月季新品种，为南阳月

季添彩。 （本报记者 杨 萌）

赵国强
卧龙区国强月季研究基地总经理

出于对月季发自内心的喜欢，赵

国强从事月季栽培与研究已有 21
年，在行业内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1999年，赵国强创立南阳市卧龙

区国强月季研究基地。创业初期，他

饱尝艰辛，不惜代价，赴北京、奔上海，

走访种植名家，学习先进技术，了解市

场行情。他从日本引进无刺蔷薇做砧

木，用学习掌握的新技术嫁接优良的

月季品种，大大提高了月季的成活率。

根据月季生长特性，赵国强大胆

进行科学实验，将塑料大棚、遮阳网

用于种苗栽培，变过去一年出一茬苗

为月月有种苗出棚，且苗壮易活，便

于管理，经济效益提高了 10 倍以

上。他还主持建立了植保工作室，对

月季生产的外部因素进行专门研究，

为企业迈上新台阶创造了良好条

件。他倡导利用先进技术，经过严格

的抽氧、降温、保湿、保鲜等措施，让

苗木处于安全休眠状态，使四季运输

和种植成为现实，特别是为北方客户

在大地回暖时引苗栽培，提供了极大

便利和成活保证。

在赵国强带领下，国强月季研究

基地紧紧围绕“质量第一、信誉第一、

品牌第一”的经营方针，锐意进取、勇

于创新，以品种纯正、质量稳定，在国

内外月季行业赢得了较高的品牌知名

度和美誉度。 （本报记者 赵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