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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蜡梅是我国特有传统名花，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本文在对宣汉县蜡梅资源分布、发展历程概
述的基础上，分析了宣汉县蜡梅产业发展的优势，提出了宣汉县蜡梅产业发展的目标定位、思路、空间布局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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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梅( Chimonanthus praecox) ，别名黄蜡梅、香

梅、香木等，为蜡梅科蜡梅属落叶丛生灌木，是我国

特产的传统名花和特用经济树种［1］。全国蜡梅有 4
大品种群、12 个品种型、165 个品种。野生蜡梅以鄂

西、川东、陕南为分布中心。北京以南、衡阳以北、上
海以西、成都以东各地普遍栽培，而以南京、湖北保

康、河南鄢陵、重庆栽培较多［2］。蜡梅虽具有极高

的观赏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但蜡梅的开发应

用，如切花、盆景、香薰、饮品、工艺品、园林应用等却

远不及牡丹、桂花、梅花、荷花等其他传统名花。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挖掘传统名花，发展传统名花

产业是名花得以发展壮大的必然趋势［3 ～ 5］。宣汉县

是中国野生蜡梅主产区之一，栽培蜡梅的历史悠久。
“十二五”以来，蜡梅产业化发展引起了市委市政

府、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已被纳入政府工作计

划，助推蜡梅产业发展进程，打造精品，改善环境，促

进群众增收致富。

1 宣汉县蜡梅资源分布

中国蜡梅原产地中心为大巴山及秦岭山脉，处

于秦巴山区的达州市自古就有大面积的野生蜡梅群

落，野生蜡梅资源规模最大，据调查，现有成片野生

蜡梅林面积近3 333 hm2，散生资源达6 666 hm2 以

上，居全国野生蜡梅三大主产区之首。宣汉县 20 多

个乡镇有大面积成片的野生蜡梅，多生长在海拔

1 000 m 以下丘陵山野，呈条状原生林带分布，多为

实生蜡梅，变异极多，呈多类型生混交林。其中，毛

坝镇 2 万 hm2 左右的土地上有近 700 hm2 野生蜡梅

散生分布。而今，宣汉县的野生蜡梅分布区域和存

量因盲目、狭隘用途的开发利用而有所下降。据粗

略统计，仅毛坝镇至少有 30 万 ～ 40 万株野生蜡梅

古桩被挖掉，用于野生蜡梅古桩经营，贩卖牟取暴

利［6 ～ 8］。

2 宣汉县蜡梅发展概况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宣汉县就有人工种植古

桩蜡梅进入市场销售。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人们

开始利用野生蜡梅古桩进行嫁接培育盆景，从而开

始了蜡梅盆景的制作，远销全国各地，在参加的 5 次

全国梅花蜡梅展览中，宣汉县 4 次夺得金奖。20 世

纪 90 年代初，成立了达州市蜡梅开发研究中心，研

究、生产基地设于宣汉县毛坝乡。20 世纪到 90 年

代末，宣汉县初步建成毛坝三木公司、宣汉古桩蜡梅

园等多个各具特色的蜡梅生产 － 保护 － 开发基地。
在研发生产方面创造了新的种植培育技术，一改传

统盆景制作方法，创建了嫩枝腹接技术代替传统的

靠接，其嫁接成活率在 90% 以上，该嫁接与制作技

术已向外输出，并获好评。该嫁接与制作技术使蜡

梅盆景造型更丰富，花枝更繁茂且无人工痕迹，形成

古朴自然的艺术风格［6，7］。目前，毛坝镇已建立蜡

梅广场 1 个，在堰口村正培育打造“秦巴蜡梅观光

园”，已栽植蜡梅 20hm2，计划栽植近 200hm2，在老

街村、大堰滩村、炉旺村 15hm2 优质蜡梅苗木基地

也正在 建 设 之 中。至 2025 年，全 县 将 发 展 蜡 梅

6 700 hm2，按每 hm2 产值 20 万元计，总产值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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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400万元。

3 宣汉县蜡梅产业发展的优势

3． 1 自然条件优越

宣汉县位于四川盆地东北大巴山南麓，地貌以

丘陵、山地为主，气候温和，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

候，年平均气温 16. 8℃，1 月平均气温 5. 6℃，8 月份

平均气温 27. 6℃，冬暖、春早、夏热、秋凉，无霜期

长，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1 230 mm，年日照平均

为1 462. 5 h。土壤多为微酸性壤土。大巴山南麓

优越的土壤气候条件是我国最适合蜡梅生长的区域

之一。
3． 2 资源优势明显

宣汉县是中国野生蜡梅 3 大产区之一，县域内

蜡梅分布范围广，数量多，品种资源丰富。其中毛坝

镇是川东地区著名的蜡梅产地，魏传统将军为之题

书的“达县地区蜡梅开发研究中心”( 达县地区即今

达州市) 牌匾至今仍保存完好。目前毛坝镇正在建

设集品种收集、展示、生产示范、观光旅游等于一体

的蜡梅观光园，为今后的生产科研工作提供了科学

保障和技术支持。同时，宣汉县蜡梅主要分布乡镇，

有很多从事花木经营的花农、经纪人和合作组，为蜡

梅生产提供劳动力、销售渠道和技术支持。
3． 3 市场前景广阔

宣汉县处于川、渝、鄂、陕结合部，距达州、成都、
重庆、西安等区域中心城市距离较近。随着经济发

展，生活物质条件富裕，这些城市已从生产型转变成

消费型，消费能力不断提升，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蜡梅全身都是宝，从蜡梅应用形式上看，蜡梅种苗、
绿化用苗、切花、盆花、深加工产品等市场广阔，社

会、经济、生态效益突出，有很好的开发前景。通过

旅游产业如蜡梅主题农业观光、农家乐、自驾游等旅

游的带动，以及达州市市花打造，进一步扩大宣汉蜡

梅的宣传，提高宣汉蜡梅的知名度，有利于宣汉蜡梅

市场的开拓，促进蜡梅产业的发展。
3． 4 政府高度重视

宣汉蜡梅产业的形成与发展与国家的政策息息

相关，同时也离不开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的高度

重视。2013 年，达州市政府第 48 次常务会议将蜡

梅确定为达州市市花，给宣汉县蜡梅产业发展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机遇。宣汉县将蜡梅产业发展列

入政府年度工作计划，制定蜡梅产业发展规划、蜡梅

产业发展实施方案等，对毛坝镇为主的蜡梅生产基

地进行资金扶持，并聘请四川省农科院、四川省花协

梅花蜡梅分会的专家到宣汉县开展市场论证、基地

选址等工作。同时启动了蜡梅基因库建设工程，设

立野生蜡梅自然保护区，收集整理保护宣汉各地的

品种资源，到全国各地蜡梅产区参观考察，引进优良

品种。

4 宣汉县蜡梅产业发展目标定位

以宣汉县野生蜡梅资源为基础，围绕“资源保

护与培育共举、品种保存与开发结合、生态与产业共

荣”的指导思想，坚持“产业、生态、文化、旅游、宜

居”多轮齐驱，推进蜡梅产业的标准化、品牌化、市

场化进程，拉长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宣汉县蜡梅产业

特色和优势，打造全国最大的蜡梅“五最之县”( 即:

文化最浓、品种最多、品质最好、规模最大、产业链条

最全) ，达到“到达州，品蜡梅，去宣汉”的目标。

5 宣汉县蜡梅产业发展的总体思路

5． 1 建立秦巴蜡梅生态产业基地

利用毛坝镇蜡梅资源优势和发展基础，建立蜡

梅生态产业基地，体现蜡梅原生特质、梅乡品格特

色，打造规模最大、品种最齐、品牌最优的中国蜡梅

之乡。
5． 2 提升中国蜡梅原产地新形象

以毛坝镇野生蜡梅资源为基础，建立中国蜡梅

原产地保护区，深度挖掘中国蜡梅的“自然、历史、
人文”渊源，精品打造秦巴蜡梅“名、优、特”新品系、
新产品，创立全国地理标志产品，提升中国蜡梅原产

地新形象。
5． 3 创建蜡梅产品特色品牌

实施特色品牌战略，围绕拓展蜡梅上、下游产业

链，组建秦巴蜡梅研发中心，建立名贵种苗、鲜切花、
盆景桩头、保健品、食品餐饮等品牌产品，打造精品，

创建蜡梅产品特色品牌。
5． 4 搭建蜡梅文化产业平台

以蜡梅生态产业发展带动交通、旅游、餐饮等行

业的发展，建立蜡梅科普、蜡梅文化、蜡梅产品于一

体的中国蜡梅展示馆，举办中国秦巴( 宣汉) 蜡梅文

化节和高峰论坛，广泛开展以蜡梅为主题的赏梅、品
梅、话梅推介活动，搭建蜡梅文化产业平台。
5． 5 开辟蜡梅精品旅游线路

以毛坝为中心，沿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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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干线开辟蜡梅精品旅游线路，围绕县城、重点乡

镇打造一批以蜡梅文化展示、产品加工等为内容的

精品旅游点，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游线网络格

局。

6 宣汉县蜡梅产业发展形式

基于秦巴蜡梅在全国的重要影响和不可替代的

地位，宣汉县把蜡梅品牌做大、蜡梅产业做强、蜡梅

文化做响是当前的重要任务。目前，蜡梅切花、盆景

及下游产品开发已成为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市场

前景广阔［5］。宣汉县具有蜡梅产业化开发利用的

资源优势和区域优势，但目前宣汉县蜡梅产业化建

设还存在规模化程度低，生产方式比较原始，生产和

市场脱节等问题。可喜的是，县委县政府和农民已

经充分认识到发展蜡梅产业化的重要性，将其作为

发展高产、优质、高效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培

育。新形势下，宣汉应汲取其他蜡梅产地的成功经

验，走以富民为目标、以效益为中心、以科技为支撑、
以企业带动为龙头、以基地建设为基础、以产业化经

营为纽带的健康、高速、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做大做

强蜡梅特色品牌。
6． 1 苗木生产

苗木生产是蜡梅产业做大做强、带动地方经济

发展的根本，是当地农民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有广

泛的群众基础。在今后的产业开发中，应重视苗木

的生产开发。目前市场上的蜡梅苗木品种不一，品

质参差不齐，要使蜡梅这一我国特有的珍贵资源走

向国际，有更大的市场和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就必

须使蜡梅苗木的生产与国际接轨，培育优良新品种，

解决蜡梅苗木的优质种源问题，使生产更加标准化、
规范化。
6． 2 盆景生产

宣汉民间制作蜡梅盆景由来已久，蜡梅寿命长，

可达 600 年之久，盆栽后，修剪扎制做成树桩盆景。
蜡梅桩景小巧玲珑，千姿百态，结构严整，雅致可观，

观赏效果极佳，经济效益明显。通过造型，将盆栽蜡

梅于春季萌芽前折枝整干，使之先形成骨架，至五六

月再以手扭转新枝，通过精巧技艺，培养成疙瘩梅、
悬枝梅、屏扇梅等各种造型奇特的景桩［9］。蜡梅还

适宜和南天竹配合做成盆景，黄花、红果相映，十分

美观。根据树桩的大小，可制作大、中、小型盆景，也

可制作成微型盆景( 10 cm 以下) 盆景。小盆景是指

当年嫁接出圃装盆的盆景，培育简单、成型快、价格

便宜。大、中型盆景多采用老树桩加工而成，数量

少，生产费力费时，价格较高，对自然资源破坏严重。
从产业发展角度，发展小盆景，虽价格便宜，但生产

周期短，运输方便，受众面广，对于做大产业起到决

定性作用，应该成为蜡梅盆景发展的主要方向。
6． 3 鲜切花生产

蜡梅花期正值冬季和早春缺花时期，正逢中国

春节和西方圣诞节，是鲜切花生产较少而生产成本

最高的时期，因此是极有前途的木本切花植物。它

与常绿植物的枝条相搭配，构成各种优美的图案。
由于花期长，含苞显色的花蕾，瓶插可达 1 月之久。
历史上的文人主张以蜡梅花为主体、以水仙花为陪

衬，共插一瓶，这样的瓶花、其姿态错落有致、香气浓

郁，是冬季装点厅室的名贵切花和上佳瓶花。港澳

台地区及东南业国家与中国大陆地区有着共同的文

化渊源，都有赞美蜡梅、欣赏蜡梅的传统习惯。因

此，蜡梅在港澳台地区及东南亚国家有着巨大的市

场潜力。春节期间，蜡梅花束深受人们喜爱，在成都

市就可卖到 10 元·束 － 1 ～ 20 元·束 － 1，十分抢手。
6． 4 蜡梅食品生产

蜡梅花可食用，有保健去病、益寿延年的作用，

可以将蜡梅加工成菜肴和点心，如蜡梅粥、蜡梅鱼头

汤、蜡梅蛋糕等，何国珍编著的《花卉入肴菜谱》就

列有蜡梅豆腐汤、蜡梅玻璃鸡片等花馔品种。蜡梅

花还可做菜配料增加美味香气，此外，蜡梅花还可以

直接代茶饮，经常饮用可治疗头痛、咽喉肿痛、口臭

等症( 配置时，选用新鲜的蜡梅花或干蜡梅花 7 朵

～ 8 朵，沸水冲泡饮用即可) ［9，10］。因此，宣汉县在

进行蜡梅产业发展时，可开发具有本土“蜡梅文化”
特色的蜡梅餐饮、蜡梅酒、蜡梅花茶、蜡梅纯净水等

食品、饮品。
6． 5 药用生产

据记载，蜡梅根、茎、叶、花、果均能入药。花为

清凉解暑生津药，治心烦口渴、气郁胸闷。叶可治疮

疥红肿疼痛。根能祛风，解毒，止血。根皮外用治刀

伤出血。花浸入菜油中制成的蜡梅花油，可治烧伤、
烫伤和中耳炎。果实健脾止血，常用于治疗腹泻、久
痢等症［9］。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 “蜡梅花味

甘、微苦、采花炸熟，水浸淘净，油盐调食”，既是味

道颇佳的食品，又能“解热生津”; 蜡梅花为苏南民

间用来治疗感冒咳嗽的有效单方，民间《花疗歌》中

曾有“蜡梅止咳又化痰”的记载;《贵阳民间药草》称

“蜡梅花作茶饮治久咳”，蜡梅花还有降压和改善免

疫系统的功效。因此，蜡梅可作为药材进行规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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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生产加工。
6． 6 香精油生产

蜡梅花中含有挥发物质，具有怡人的芳香，是植

物香料中的上品。其特有的香气，可提取芳香油。
让人们一年四季都能闻到蜡梅花香。蜡梅香精的开

发成本也比其他花卉低，具有广阔的前景。据报道，

蜡梅花中挥发油的主要成分为: 龙脑、桉油精、芳樟

醇、蒎烯等，其挥发油具有特殊的清香味，能使人愉

快。据日本有关专家分析，蜡梅香精油具有 161 种

成分，玫瑰与茉莉花精油的成分分别为 130 种和

100 种，充分显示了蜡梅香精的利用潜力。蜡梅花

开冬季，低温有利于植物形成不饱和碳水化合物，而

不饱和碳水化合物对人的皮肤保护和滋养具有重要

的作用。目前，精油的潜在开发价值已得到国内外

专家的认可。但目前世界各国还都处在研究开发阶

段，宣汉县应抓住机遇，大力发展蜡梅香精产业，使

之成为能够出口创汇的新兴民族产业。
6． 7 特色旅游产业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花卉观光成为都市旅游

开发中的新热点［11］。在专类观光园建设中，广种蜡

梅并按种群分区置景，既能吸引游客产生经济效益，

又有巨大的科研和生态效益。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

蜡梅专类园，如重庆市北碚静观镇初步形成了对山、
川心和云台山 3 个种植基地的“十里蜡梅观花走

廊”带，南山建立了很有特色的“蜡梅观光园”; 河南

许昌建立了全国第一个蜡梅园; 此外湖北保康、武

汉、上海等地都有蜡梅专类栽植，这些园圃的建设有

效地带动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经

济效益，因此要加强宣汉蜡梅旅游业的开发。开发

宣汉蜡梅文化旅游景点，建立高档的蜡梅生态观光

园，集中展示宣汉蜡梅特色品种的同时，融种植生

产、观光休闲、度假康养、产品销售于一体，实现蜡梅

产业、蜡梅生态旅游业的良性互动。

7 宣汉县蜡梅产业发展的空间布局

围绕宣汉蜡梅产业化发展，按照“点、线、面”空

间布局理论，以野生蜡梅资源为基础，根据自然、历
史、人文条件，充分发挥蜡梅的丰富内涵和景观、产
业等多重价值，总体上，以毛坝镇、县城区、湿地公园

为 3 个重点区，以主要交通道路为景观产业带，以各

区的精品游园、各带的重要节点为景观产业节点，建

立“三区、五带、多点”有机组合的蜡梅生态产业发

展格局。

7． 1 “三区”空间布局

三区即宣汉梅城观光游憩区、毛坝梅乡核心旅

游区、洋烈湿地梅园休闲赏玩区。
( 1) 县城区———梅城观光游憩区

县城区主要打造笔架山公园、相山公园、入城迎

宾大道、滨河沿线及县城机关、企业、学校、医院等单

位庭院。
①笔架山公园、相山公园: 可按四季景观设立蜡

梅园或直接建成蜡梅专类园。蜡梅园按观赏类别进

行分区，可分成早花区、晚花区、观干( 枝) 区等; 按

功能进行分区，可分为儿童活动区、老年人活动区、
健身区等。将观赏类别分区与功能分区结合，最大

程度展示蜡梅特色和文化，景观感强烈。通过大面

积配置形成蜡梅林、蜡梅岭、蜡梅溪等景观，寒冬腊

月蜡梅冲寒吐秀，冷香远溢，在万物凋谢的季节构成

极为优美的景观。
②入城迎宾大道、滨河沿线: 采用蜡梅与其他景

观树种混栽的方式，完善景观绿化工程，丰富群落层

次，使其拥有多物种、多层次、花期长等特色，更具景

观效果和稳定性，打造省内外一流的、具有样板示范

效应的“旅游路、文化路、生态路、景观路”: “旅游

路”即旅游舒适路———开辟一条新的高品位、高档

次舒 适 的 城 区 旅 游 通 道; “文 化 路”即 文 化 传 承

路———浓缩地域特色，延承巴人文化，成为旅游的灵

魂之路;“生态路”即绿色生态路———顺应自然，融

入自然，营造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大道; “景观

路”即景观发展路———从当地文化中发掘、汲取丰

富的题材和创作营养，用全新的设计手法展现以地

域特色为主导思路的景观，将沿线的自然风光融入

其中。
③单位庭院: 包括县城机关( 县委大院、县政府

大院、林业局机关院内) 、企业( 江口电站) 、学校( 宣

中) 、医院( 县人民医院) 等，庭院形状一般分为: 三

角形、正方形、长方形、长而窄形、短而宽形、“L”形、
环绕住宅形等，根据不同的形状，结合建筑、山石，采

用不同的配置形式添加蜡梅元素，使庭院绿化具有

相应的文化环境气氛，营造出诗情画意的艺术境界。
④蜡梅综合展览馆: 根据蜡梅的自然、历史、人

文特色，突出蜡梅的文化内涵，以展示蜡梅的历史、
科学知识、文化艺术作品、蜡梅产品等为主线，突出

与宣汉地域特色文化( 巴人文化、红色文化等) 的融

合，提升整个展馆的文化内涵和品位，形成全县的一

张文化名片。建立蜡梅科普知识区、蜡梅文化展示

区、蜡梅产品陈列区。蜡梅科普知识区以图文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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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标本、多媒体等形式，主要介绍蜡梅起源、分

布、品种、发展历史、利用价值等科学知识; 蜡梅文化

展示区主要展示关于蜡梅的诗、词、赋及传说，以及

蜡梅画、摄影作品等; 蜡梅产品陈列区主要陈列名优

品种、蜡梅盆景、蜡梅茶、蜡梅酒、蜡梅精油、蜡梅保

健品、蜡梅菜肴等产品，并展示相关产品加工制作过

程等。
⑤秦巴山蜡梅研发中心: 与科研院所、高校、企

业联合，成立秦巴蜡梅产学研创新研发中心，开展蜡

梅品种选育、产品研发与精深加工等技术攻关，提高

科技含量，打造精品，提升竞争力。
( 2) 毛坝镇———梅乡核心旅游区

毛坝镇拥有丰富的野生蜡梅资源，除建立产业

基地，还应设立蜡梅种群资源保护区和蜡梅品种收

集园。
①蜡梅种群资源保护区: 野生蜡梅古桩是经过

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形成的不可多得的植物

资源，一旦遭到破坏就不可再生。野生蜡梅古桩是

宣汉的最大优势，在蜡梅主产原生地设立种群资源

保护区，把蜡梅古桩产区纳入天然保护法律框架之

内，严禁乱挖滥采和非法经营，违者予以严厉打击。
以保护为主，在不影响保护的前提下，把科学研究、
宣传教育、生产和旅游等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它

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都得到充分展示。
②蜡梅品种收集园: 蜡梅种质资源保存是一项

重要基础研究工作，保存数量的多寡和质量的优劣

直接影响蜡梅产业推广的深度和广度。蜡梅种质资

源是选育新品种的重要物质资源和原始材料。要丰

富品种，提高质量，就要有计划、高质量地开展引种、
选种和育种工作。引种、选种是资源利用的初级阶

段，育种则是资源利用的高级阶段，是丰富品种的根

本途径。收集整理保护野生秦巴蜡梅的宝贵品种资

源，系统观测其生物学特性，为野生蜡梅的驯化、繁
育、栽培等关键技术提供科学基础。同时深入全国

各地蜡梅产区挖掘引进名优品种，采用新技术、新手

段积极选育开发秦巴蜡梅新品种。通过几年努力，

建设一个全国面积最大、品种最多的集种质资源收

集保存、生产、科研、示范、观光游览于一体的蜡梅品

种收集园。
( 3) 洋烈乡—湿地梅园休闲赏玩区

在洋烈湿地公园内建设梅园休闲赏玩区，专门

对蜡梅盆景艺术进行存放、培育、教学及展示等。以

“匠心独运，精品园艺细打磨; 奇思妙想，园林设计

新创意; 赏心悦目，市民休闲好去处”为建设指导思

想，以建设出一个具有国际水准、富有宣汉文化特色

的盆景基地为目标，将整个园区视为一大型的山水

盆景进行创意设计，使人如画中游。可分为四大功

能展示区: ①门庭区( 出入口、接待室或学术交流

室) ;②展览陈列区; ③生产、科研区( 育苗养胚地、
引种驯化、制作室) ; ④养护区( 温室和其他养护设

施) 。蜡梅古桩苍古雄伟、虬曲多姿，因其体量较

大，可采用地栽形式，将其立于道路的交汇处，水榭

凉亭侧，以吸引游人的注意，形成视觉中心。也可将

盆景沿路旁、水边、墙臂侧次第摆放。人们置身园

中，听流水孱孱、莺啼婉转，观鬼斧神工、虬曲雄奇。
人间雅事，莫过于此。
7． 2 “五带”空间布局

五带即宣双快速通道、宣罗、宣南公路沿线、
G65 高速、210 线国道等蜡梅产业景观长廊。

( 1) 花景廊道

在国 道 G210 线、双 河 镇 至 县 城 区 快 速 通 道

( G65 高速附属路) 、南坝镇县城区的快速通道( 宣

南路) 、省道 S201 罗江镇至县城区段( 宣罗路) 、七

里乡至县城区干道( 宣七路) 两侧 10 m ～ 20 m 范围

内，选择素心蜡梅、虎蹄蜡梅、馨口蜡梅等优良品种，

针对不同路段进行分别规划，形成一路一品、一路一

景的效果。公路两侧较宽阔地带设立游憩点，供路

人停车休息。游憩点可将蜡梅与梅花、山茶、水仙配

置在一起造景，寓意“雪中四友”，也可将蜡梅与牡

丹、兰花、梅花、菊花、桂花、莲花、芍药、海棠、水仙、
杜鹃、玉兰等搭配，俗称“十二仙子”，“一品十二

命”，突出其文化内涵。
( 2) 产业经济带

宣汉蜡梅产业经济带集中在高速 G65 普光 －
新华沿线的毛坝镇、胡家镇、普光镇、黄金镇、厂溪

乡、新华镇等乡镇。通过引进素心蜡梅、虎蹄蜡梅、
馨口蜡梅等蜡梅优良品种，结合工程造林、公司租赁

造林、企业和农户联合造林、大户承包造林等形式，

发展蜡梅基地，促进蜡梅鲜切花产业，建立蜡梅花卉

交易市场。积极探索运行灵活、有利于市场运作的

运营机制，倡导“企业 + 基地 + 农户”的蜡梅产业发

展模式，支持地方因地制宜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多种规模经营主体。为了更好的发展蜡梅产业，还

需选择适宜区域建立苗木培育基地，培育基地按功

能进行分区规划，具体可设播种区、营养繁殖区、移
植区、大苗区、引种驯化区、母树区、道路系统、管理

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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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多点”空间布局

多点包括: ①蜡梅原生地科普体验、蜡梅品种

园、蜡梅盆景园、蜡梅产品加工园、中国蜡梅展示馆、
滨河梅情公园、笔架山梅林、巴人古梅探寻等精品旅

游点;②各产业经济带上的重要乡镇节点，包括毛坝

镇、胡家镇、双河镇、大成镇、土主镇、普光镇、黄金

镇、厂溪乡、新华镇、方斗乡、柳池乡、新红乡、君塘

乡、洋烈乡、三河乡、下八乡、南坝镇、天生镇、七里乡

等，在这些乡镇的场镇、高速公路入口处添加蜡梅元

素，进行景观美化。

8 宣汉县蜡梅产业发展对策

8． 1 挖掘蜡梅文化，加大宣传

发展以蜡梅为主题的观光旅游，文化是精髓。
深度挖掘蜡梅文化，将蜡梅与诗歌、绘画、插花、盆景

艺术、石刻、陶器等结合，利用蜡梅花的精神、优雅的

品质去吸引爱梅、识梅人，力争让蜡梅成为宣汉花木

产业的“品牌”。同时，要加强与县市内、县市外相

关协会组织的交流与合作，为蜡梅产业的发展开通

信息渠道和销售通道，带动经济联动发展。
8． 2 科学规划设计，规模经营

作为全国三大蜡梅主产区之首、“中国蜡梅故

乡”，要在高起点上开展科学规划设计，突出基地规

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建设，着力蜡梅品种收集保存、
新品系研发，提升梅乡形象、产业档次。
8． 3 强化科技支撑，引领发展

围绕蜡梅产业链，与科研院所、高校、企业联合，

成立秦巴蜡梅产学研创新研发中心，开展蜡梅品种

选育、产品研发与精深加工等技术攻关，提高科技含

量; 扶持企业做优做强蜡梅产业，打造自主创新品

牌，提升核心竞争力; 加强蜡梅栽植、培育、产品加工

等科技培训，培训一批技术骨干和技术能手，创造新

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依靠科技支撑，

引领蜡梅生态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8． 4 创新发展机制，产业联动

以蜡梅为主题，建立政府主导、市场调节、群众

参与的联动发展模式，创新发展机制，以大项目带动

大发展，引进大户专业合作，引进大企业重资投入，

大手笔谋划、大举措实施，促进上、下游产业联动、多
行业产业互动，延长蜡梅产业链，构建蜡梅产业群，

开辟地方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的新途径。
8． 5 加强组织管理，分步推进

蜡梅生态产业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牵

涉面广，部门多，县委、县政府成立蜡梅产业发展领

导小组，制定发展规划，落实工作任务，强化目标考

核，认真监督检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县林业

局，细化工作方案，精心组织实施。各部门及乡镇人

民政府要把蜡梅生态产业发展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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