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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花木产业大会契机，业内专家
学者、龙头企业代表、能人巧匠纷纷汇聚
中山，部分专业人士还为中山花木产业
发展“把脉开方”。

中国花卉协会绿化观赏苗木分会秘
书长翁灵巍表示，经过多年发展，中山横
栏在花木产业链配套方面不断进步，已
由传统种植花木基地逐渐转型为兼种
植、销售、展示于一体的大型花木产销中
心，在中山乃至大湾区都是“实力担当”。

底子优越的中山花木产业如何在鱼
龙混杂的市场中持续“出圈”？翁灵巍建
议，中山应尽快建立集展示、交易、教育、
培训等于一体的花木产业链集合区域，整
合链接行业动态资讯，推动区域内苗木产
业集约发展，并为有需要的种植户提供苗
木种植技术培训，构成均衡化、协调化发
展格局，这有助于加速交易进程、打破区

域界限、形成品牌效应，从而让中山花木
产业实现效率化、精准化和智能化。

在广东省花卉协会会长李小川看
来，中山不仅拥有深厚的花木产业发展
基础，还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李小
川表示，在推动花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过程中，中山不能仅仅满足原有的产业
发展基础，而要依托大湾区的区位、交
通、贸易、人才、信息等优势，积极吸引更
多国内乃至全球顶尖花卉企业投资落
户、研发创新，引入先进的栽培种植技
术，选育更多花卉苗木优良品种，以科技
赋能花木产业发展。除了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中山政府主
管部门及科研机构还应推动建立、推广、
实施适用于中山花木产业的统一标准机
制，可先在本地龙头企业率先示范应用，
不断磨合改进后再进一步带动中小种植
户实现规范化管理和标准化生产。

花儿为花儿为什什么这么这样样““ ””
11月16日，2023年中国（中山）花木产业大会（以下简称“花木产业大会”）在中山横栏镇西江花洲公园开幕。作为“中国花

木之乡”，横栏镇自2017年起持续举办花木交易博览会，并在2020年将活动升级为中国（中山）花木产业大会。经过多年发展，

花木产业大会已然成为中山花木产业链接外界的重要平台，成为中山发展农文旅经济和推动乡村振兴的亮眼品牌。

本次花木产业大会上，中山不仅通过搭建全链条式的产业服务、产业引领、产业孵化平台，举办了全国新优花木产品展、花木

全产业链展等一系列形式多样的花木展会，还创新办会形式，依托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来不断拓宽农文旅融合新空间，为八方宾客

奉上了一场饕餮盛宴，再次让“中国花木之乡”的品牌蜚声中外，进一步推动“绿美广东”建设、“百千万工程”在中山走深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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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江风劲花摇曳，美丽经济商如鲫。
虽然花木产业大会开幕时江风怒号，但
从五湖四海奔赴而来的宾客们仍热情不
减，满怀信心到这次盛会中寻找商机，求
得合作共赢。

周老板当日一早从深圳赶来参加花
木产业大会。他透露，作为一家专门研发
朱顶红的企业，寻求合作商是必走之路。3
年来，他们企业把花木产业大会当作了成
长的“养料”，每年必来挖掘一批肥沃的

“土壤”，“让这种花期长、花色美的花在多
地种植，不仅帮助了花农致富，也让我们
的科研团队在奋斗中有了更多收获。”

各地花商、花企纷至沓来，花木消费活
力不断被激活，背后是横栏做的“有用功”。

“为了扎实推动中山花木电商交易，
扩大交易半径，打造行业认可、市民喜
爱、综合效益显著的花事盛会，推动形成
创新发展、互利共赢的行业新格局。我们
还以‘房地产大佬为何偏爱中山花木’

‘中国最全花木在中山’‘华南花木看中
山’‘中山承包了广东一半的工程花木’

‘中山藏着一个花木王国’等话题预热，
吸引各地花木采购商关注和采购中山花
木，吸引旅游博主、亲子家庭、情侣前来
各大花木主产镇拍照打卡、购买居家花
卉。”中山市横栏镇三沙花木协会会长吴
有根介绍。

线下面对面交流火热，线上直播同
样精彩。本次大会期间，中山集结全市花
木品种，以“知名主播+探花姐姐”联动方
式线上直播卖花，并在直播中链接华南
（中山）花木产业线上交易平台，将流量引
入本土平台进行交易。同时，联动天猫、抖
音、拼多多等平台，推出线上促销活动，打

造一场线上线
下同欢的花木
盛会。不仅如
此，中山还组织
提升横栏三沙
花木大道和五

沙大道沿线 240 家花木场（占参展商
80%），以“花园样板间”形式展示精品花
木，以场景式营销带动花木销售。

“中山依托横栏花木集散中心，与古
镇、小榄、阜沙、大涌、板芙等一批花卉苗
木主镇街串珠成链，共襄全市花木盛事，
形成西江花木产业带，带动全市花木产
业集聚发展。”中山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李
有林表示，这一次，中山全市整合小榄、
古镇、阜沙、板芙、大涌等花木主产镇产
业资源和特色花木主题活动资源，一镇
一特色，分阶段举办形式多样的花木主
题活动，与横栏主会场形成“1+N”全市
展销联动，联动了打造“绿美经济”大舞
台。同时，结合大会平台优势，中山还策
划了一批可落地、可推进的招商项目，围
绕花木科研、电子商务、花木资材、产业
服务、文旅配套形成 5大招商组团，专业
化定向招商，加快推动产业提质增效。

“过去 3年，中国（中山）花木产业大
会每年吸引近100个花木行业协会、企业
和科研单位参与，累计参会人数超 60万
人次，签约采购额超 62亿元。今年，全新
升级的中国（中山）花木产业大会将力争
大会期间销售额超 40亿元，进一步提升
中山花木影响力，进一步巩固区域花木
集散中心地位。”横栏镇副镇长陈华添介
绍，2023年，花木会将进一步提升办会水
平，整合资源打造亮点，凸显办会实效，
着力建设供需对接更紧密、招商引资更
出彩、农文旅融合更深度的发展平台。

“近三年来，我们的三角梅专题展区
都成为了主会场的主打花卉，从高低错
落的不同造型摆设，到研发培育出姹紫
嫣红的数百个品种，三角梅依靠展会已
深入人心，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从原来以
城市绿美为主，已发展成为了城市园林、
居家花卉多层次的销售渠道。”广东林婷
园林的董事长陈加成介绍，三角梅的培
养已经从原来的十多个品种，发展至今
已达四百多个品种，并依托花木会的舞
台，走出省外，销往海南、广西等地，年销
售额也从原来的两三千万元增至现今的
五千多万元。

在中山市兰花协会的展位上，一位
年轻女性仔细研究着展位上的兰花，不
时用相机拍摄记录。“我看到了好多未曾
见过的兰花品种，忍不住记录下来。”刘
秋莎是中国科学院的研二学生，目前正
在研究兰科中的兜兰这一品种，但最令
她出乎意料的是花木产业大会玩出了新
花样，“不仅有这么多花木进行展示，听
说还有健步跑、音乐会、露营节等一系列
文旅活动，我确实是第一次见，感觉蛮新
奇的。”刘秋莎说。

“花木产业大会已具有一定的行业
知名度和社会号召力，形成了花木区域展
会品牌。”陈华添介绍，今年，横栏镇积极
探索了市场化办会模式，通过积极发挥镇
属企业、专业公司、行业协会等社会力量，
逐步推动由政府主导转变为镇属企业主
导办会。同时还引入农文旅开发运营企
业，以旅游经济支撑部分办会成本，并拓

宽办会运营收益点，重点争取农药、化肥、
农机等农资等龙头企业冠名赞助。

陈华添表示，花木产业大会还搭建
了“花木+灯饰”主题展，将景观照明灯饰
结合西江及沿线三沙、五沙、六沙花木景
观布置，达到白天赏花、晚上观灯的效
果，实现中山花木、灯饰两大特色产业联
动。同时，结合横栏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示
范点等项目，他们还完善了主会场（西江
花洲公园）休闲配套，新增会场导视导览
系统，提升生态绿化景观。

不仅如此，结合花木产业大会在横
栏镇举办的契机，他们已先后开展了“探
花游”“中国旅游日”“西江健步跑（走）”

“花木技能大赛”等主题活动，后续还将
开展“花海浪漫音乐会”、西江露营节、美
食嘉年华等文旅活动，并推出“香山之
夜”品牌活动，让花木产业大会品牌和花
文化深入人心。

以“会”促销，激活花木消费新活力 一二三产融合来“聚会”，市民游客直呼大开眼界

专业人士为中山花木产业发展“把脉开方”

市民在西江花洲公园拍照打卡市民在西江花洲公园拍照打卡。。

2023年中国（中山）花木产业大会带动“美丽经济”蓬勃发展，
擦亮“中国花木之乡”金字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