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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季花开 香飘南阳

全国优质野生艾主产地南阳药益宝艾草制品有限公司

卧龙区召开艾草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

2021年的初夏，卧龙区的花草产业，万众瞩目。

习近平总书记在南阳视察调研时，专程来到卧龙区

的南阳月季博览园和南阳药益宝艾草制品有限公司。

“我向总书记介绍，我们卧龙区因辖区有诸葛亮躬耕

地卧龙岗而得名，还介绍了藤本月季攀爬能力比较强，在

城市绿化中大量运用，首都绿化多用的是这种月季。”

“《孟子·离娄篇》中说，‘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民

间有个谚语说，家有三年艾，郎中不上门，在去年疫情期

间，我们向社区群众送艾，送艾到社区。”

在药益宝车间，陪同视察调研的卧龙区委书记高贤

信，向总书记汇报。

总书记笑着对高贤信说：“你这是谐音，一语双关

呀。”

南阳月季博览园美景南阳月季博览园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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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区委书记高贤信（右二）接受媒体采访。 卧龙区委副书记、区长杜勇（左一）在南阳月季博览园调研工作。

全媒体记者 陈向革 黄志三 阮海举
（（一一））

20世纪 80年代初，卧龙区石桥镇施庄村下河组农民赵国

有在自家菜地里试种下第一畦月季，播下了南阳月季发展的神

奇“火种”。

1995年，月季被南阳市政府命名为市花；2000年，石桥镇被

原国家林业局、中国花卉协会命名为“中国月季之乡”；2016年，

“南阳月季博览园”被命名为“中国月季园”；2016年 10月，南阳

成功申办 2019年世界月季洲际大会。

作为医圣张仲景故里、世界中医圣地，南阳市中药材资源

丰富，山茱萸、艾草等“八大宛药”名扬全国。

但，能把中药材做成产业的，唯有艾草；能把艾草做出声势

的，当数卧龙区。全国艾草加工起于卧龙区，兴于卧龙区。

1998年，中国第一个艾草加工企业在卧龙区七里园乡白塔

村诞生。

立足全国艾草加工发源地的资源禀赋优势，坚持“引导、扶

持、规范”原则，卧龙区在艾草全产业链发展上取得了新突

破——

目前，全区注册登记从事艾草加工经营企业 1161家，其中

加工企业 178 家，艾灸器企业 57 家，产品占全国市场份额达

75%；规模以上企业 4家，年产值 3000万元以上企业 1家，形成

了艾草种植、生产加工、销售、研发、养生保健服务、培训等全产

业链系统性蓬勃发展的格局。

（（二二））

依托良好的气候优势、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卧龙区累计

投入资金数千万元，用于奖励、补助规模以上花卉苗木企业；整

合电力、水利、农综开发等资源，重点用于花卉产业集群内的

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生产条件；建立以政府引

导，市场化运作，反租倒包、土地入股等相结合的土地流转机

制，为花木企业提供稳定的发展基础。

拓展月季交易渠道，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天润月季公司首

创了中国月季交易网，由中国月季交易网牵头建立市级月季玫

瑰产业联盟，并通过河南省科技厅审批，建立了省级月季产业

创新技术战略联盟，实现月季产、销精准对接，383家企业和种

植户已入驻，年交易量达到 2000万株。

“接下来想把创业以来的干劲都发挥出来，把产业向高精尖

方向发展，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为乡村振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南阳药益宝艾草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查洪付，因为总书记

的视察调研，备受鼓舞。

公司现在已经发展为集艾制品生产研发、科技创新、线上

线下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实体企业，去年实现产值 8000余万

元，其中电商销售额 2000万元。

“药益宝”的辉煌，其实是卧龙区艾草产业的缩影。

在刚刚闭幕的卧龙区第二届达士营美食文化节艾草展区，

参展的艾草品牌有药益宝、医乐嘉、艾生元、灸龙、艺轩、艾宜艾

等。展示艾条艾柱、艾贴、艾泥膏和足浴包、艾灸布艺、艾草日

化洗护等 12大类、160多种产品。

（（三三））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在卧龙区脱贫攻坚工作中，月季、艾草产业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

该区鼓励月季企业与贫困村合作发展，采取“单位+农户”、

吸纳贫困人口就业、订购农产品、提供技术培训等多种形式，带

动贫困户增收。

贫困户把土地流转给月季企业的同时，根据自愿的原则，

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和月季企业签订劳务合同，到月季企业

就业。在月季产业发展较好的石桥镇小石桥村，已有 200户 708
人依托月季产业摆脱了贫困。

目前，南阳月季基地、金鹏月季、中国月季交易网种植基地

等知名企业，给辖区农户提供了众多就业岗位，已为辖区贫困

户脱贫致富开辟了新路径。

45岁的苏振洛，是卧龙区七里园乡白塔村村民，于 2011年
建厂之初就进厂工作，亲眼见证一个不到 30人的小厂，发展到

如今 380人的大厂，月工资从一两千元到现在的七八千元。她感谢

厂子给了她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让她的生活一天更比一天好。

“以前我们这里出去打工的多，留守妇女多，自从有了这个

厂，大家都不再出去打工了，因为家门口就能就业，而且挣的钱

比外出打工还要多。”查洪付说，南阳药益宝艾草制品有限公司

近年来安置低保户、残疾人、下岗职工等各类从业人员 200余
人，辐射带动附近村民 3000多人就近就业。

（（四四））

满城尽开月季花，移步时闻艾草香。

政策给力，无偿优扶，是卧龙区月季、艾草产业蓬勃发展的

强劲动力。如今的卧龙区，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月季苗木繁育基

地和艾草加工中心。

南阳月季博览园，即中国月季园，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月季

主题游园，由名贵月季品种展示园、藤本月季造型园、古桩月季

园等组成。园区一期面积 1000余亩，种植名优月季 2000余种，

自 2010年 10月建成以来，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300多万人次。

10种色系，100年古桩，2000个品种，25亿元年产值！30多
年来，作为南阳月季开创地，卧龙区月季供应量占国内市场的

80％，占中国出口总量的 70％以上，培育的树状月季为世界首创。

2021年 5月 26日，卧龙区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卧龙区月季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 2025年，全区月季种植面积稳定

在 12万亩，月季产业总产值达到 40亿元，新增就业 3万人，带动

就业 15万人，年销售收入超亿元的龙头企业 5家，出口创汇企业

10家，深加工企业 10家，把中国南阳月季产业示范区、南阳月季

博览园建设成为 5A级景区、产学研基地和旅游目的地。

到 2035年，把卧龙区月季产业打造成集品种研发、生产交

易、景观设计、园林工程、产品加工、科技文化、旅游康养为一体

的百亿级产业集群，建设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品种最多、质量

最优、品牌影响力最强、产业链最长的月季产业高地。

2021年 5月 27日上午，卧龙区召开艾草产业高质量发展工

作推进会，出台《卧龙区艾草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围

绕艾草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务实重干，抓重点，求突破，把艾

草产业这一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做精，做成行业标杆和旗帜，引

领行业发展，助力全区乡村振兴。

走出去，谋发展——卧龙艾企参加中国国际健康产业博览

会、中国艾草产业发展大会、浙江义乌美博会，考察浙江热敏灸

小镇、甘肃张掖等，加强交流合作。

目前，国家发改委已把卧龙区与匈牙利艾草合作项目列入

“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库！

（（五五））

一尖已剥胭脂笔，四破犹包翡翠茸。

自古药圃无凡草，风来蒿艾气如薰。

“总书记指出，地方特色产业发展潜力巨大，要善于挖掘和

利用本地优势资源，加强地方优质品种保护，推进产学研有机

结合，统筹做好产业、科技、文化这篇大文章。下一步，卧龙区

要‘跳出卧龙发展卧龙’，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成立月

季、艾草产业发展专班，研究出台支持月季、艾草产业发展的意

见，制定特色产业发展近中长期规划和扶持优惠政策。”

高贤信表示，卧龙区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做大做强月季、

艾草产业。

卧龙区委副书记、区长杜勇说，卧龙区将持续壮大月季、艾草

等产业，培育知名品牌，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在总书记视察调研卧龙区月季、艾草产业后，卧龙区立即

召开月季、艾草产业发展推进会。全区各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致

表示，要各司其职、形成合力，把准月季、艾草发展路径，高起点

规划好卧龙区月季、艾草产业发展方向；要进一步强化资源整

合，加大投入，引导企业扩大规模，做到百花齐放；要加强宣传

力度，深入挖掘卧龙区月季、艾草文化，做好结合文章，力争卧

龙区月季、艾草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

头越。

未来，卧龙区将抢抓机遇，内引

外联，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充分发挥属地资源、资金、信息、

技术等优势，加快构建卧龙花草产

业新格局，助力赋能乡村振兴，推动

卧龙区经济高质量发展！②7

社 址:南阳市梅溪路 666号 邮编:473014 广告经营许可证:宛市监广发登〔2020〕01号 新闻中心:63137811 新媒体中心：63131339 办公室：63131810 广告中心:63137283 63155218 发行中心:63299999（投诉） 63162210（征订） 印刷：南阳日报社印刷厂 电话：63152823

云悦读云悦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