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网】盛夏时节，云南省红河州屏边县新华乡的万亩万寿菊竞相

绽放，金灿灿的万寿菊花海不仅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为乡村旅游发展、

乡村振兴带来契机，也给当地群众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

走进屏边县新华乡岩蜂村旁万寿菊种植基地，漫山遍野金灿灿的万寿

菊，成片成片的盛开在山坡、田地、道路两旁，远远看去，给山上的绿装

扮了一抹暖黄。从 7 月开始，花农每天都在忙着采摘鲜花，然后运送到集

中收购点，一派繁忙景象。李发辉是当地万寿菊种植带头人，从 2018 年开始，

他砍去了种植多年的玉米，种上了万寿菊。由于管理得当，李发辉种植的

万寿菊颜色正、品质好，受到收购公司的青睐。“家里种植了 23 亩万寿菊，

今年卖出了好价钱，一亩能有 4、5 千块钱，能有 9 万元的收入。”

岩蜂村为喀斯特地貌，石漠化严重，只长茅草不长树，长期以来，当

地百姓广种薄收，靠种玉米、红薯等耐旱作物维持生计，生活十分困苦。

受地里环境的限制“种一山坡，收一箩箩”是当地产业的真实写照。产业

转型势在必行。为了摆脱困境，2017 年新华乡引进推广生命力强，适应性

好的“短、平、快”万寿菊产业。

看到万寿菊种植的优势和利润，岩蜂村党总支副书记李友全产生了带

动村民一起种植万寿菊，形成规模市场统一销售的念头。可刚刚引进的万

寿菊在推广上却遇到了难题，种植技术上全然不会，是否有销路……一个

个难题，让村民们直接拒绝了种植。

为了能推广万寿菊种植，李友全把自己种植菊花成功的经验分享给村

民，并拍着胸脯向大家保证“要是种植和销售出了什么问题，直接来找我”，

加上党员干部的反复做工作，经过召开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多次协商，

村民最终才同意种植万寿菊。云南博浩生物有限公司员工姚姜军介绍，他

们会根据实际情况，一个星期跑一趟村委会，教花农怎么栽，怎么管理，

给他们现场教学。

因为成长周期短，第一年石屏红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就到地里现款收

购万寿菊，花农们也收到了万寿菊种植的“第一桶金”。尝到了甜头的花

农开始自发种植万寿菊。岩蜂村党总支副书记李友全说，这几年来以来，

都不需要宣传，只要每年发种子的时候，花农们都会自发的拿种子去栽，

只要是在机耕路旁都有万寿菊种植。

万寿菊产业在新华乡岩蜂村铺开后，新华乡党委政府及时送来了好政

策，不仅以 200 元一亩产业扶持资金的兑付，调动村民种植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实现产业零星化向规模化转变，还通过引进龙头企业，建立收购点，

采用“公司 + 基地 + 农户”的模式，以订单形式和农户签合同，保证按订

单价格全额收货，让花农吃下了定心丸。同时党委政府还加强耕路、水窖

等基础设施建设，激励全乡百姓种植万寿菊。

“目前新华乡八个收购点已经收购万寿菊 2700 余吨，预计全年产量能

够达到 1.6 万吨，实现毛收入 1.8 亿元以上。”新华乡乡长杨永春说。如今，

新华乡种下的万寿菊已形成规模，昔日石头山，逐渐变成了现在的“黄金山”。

随着采收高峰期的到来和用工需求量的极大增加，有效解决了本地劳

动力就近务工问题，增加了当地群众的务工收入，实现了增产增收的双赢

目标。万寿菊产业开辟了新华乡山区群众的致富新门路，逐步成为了新华

乡农业发展、农村兴旺、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在打造“鲜花产业”，种

植万寿菊增收致富这条产业路上，村民亲手绘制着“鲜花经济”致富蓝图。

下一步，新华乡将继续以“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的方式在全乡范围内推

广种植万寿菊，力争全年万寿菊种植面积两万亩以上。（李关伟 李伟建 杨

丽英 屏边县融媒体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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