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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滁宁路，一路左拐右拐，冬日

的乡间显得有些萧条，光秃秃的树干

任凭北风劲吹。约20分钟的车程，道

路两旁的店铺多了起来，人群来来往

往。这里便是城郊乡，从一条说不出

名字的水泥岔路驶过去，城西村就在

眼前。

滁菊种植大户高大兵远远地迎了

过来，他先带我们来到地头。但很遗

憾，地里几乎很难发现菊花的踪影，一

些砍了的菊秆还躺在地头。高大兵告

诉记者，这个季节，菊花已经全部采摘

完了。他家的6亩滁菊地也被翻种了

小麦。在村口小山旁一块仅剩的滁菊

地旁，记者一行停下了脚步。“为什么

这里还有花不摘？”面对记者的提问，

高大兵接下了话茬：这些花是尾花，质

量不高，今年价格低，摘了还不够人工

钱。“今年行情不好，头花最多才卖到

5.5 元，这么多年就数今年价格最便

宜。”

在高大兵和村民们口中，记者得

知，城西村不仅滁菊种得早，而且种

植面积也多。全村家家户户几乎都

在种滁菊，被称为“滁菊种植第一

村”，一个村，今年的种植面积就达到

800多亩。但今年不少人都“栽进去”

了，高大兵介绍，每年10月底11月初，

是菊花收获的时候，但今年雨水特别

多，让菊花很“受伤”，天气好时，全都

集中上市，再加上去年价格特别高，

卖到8.5元一斤，种植滁菊的人“一哄

而上”，一下子供严重大于求，菊花价

格自然就“贱”了，差的花几毛钱一斤

都有。

不光这样，高大兵还给记者算了

一笔成本账：滁菊从 4 月开始育苗，

初栽，施肥，至少除 3 次草，到了 10

月，进入开花季，花期很短，只有 1个

多星期的采摘期，必须雇工，而且劳

动强度很大，1亩地需要10个人采摘1

天。“今年肥料成本提高，特别是用工

成本上涨最多，雇 1 个工 1 天涨到了

60元，中午还要管顿饭，这样一来，菊

农基本就没什么赚头了。”但是，高大

兵也坦言，去年虽然自己种了 8 亩，

收入5万7千元，“我也知道那是太离

谱了，不太正常”。

今年花价是“史上最低” 追踪地点：琅琊区城郊乡城西村

潘石屹 SOHO中国董事长

遇一媒体对我说，你为什么年末不参加我们的活动？我，抱歉，太忙了。他说，你不参加我

们的活动，你就不是主流开发商了。我说，我们从来就不是什么主流开发商。

陈志武 耶鲁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虽然各国都面临挑战，但性质不同，难度各异。中国是征税失控，国家手里财富太多，政府

权力太大，老百姓没钱又没权力；美国征税太难，政府太穷，社会太富；西欧是征税容易，但政府

花钱更容易。所以，美国西欧都财政危机严重，一个可解，另一个不可解。中国的问题属于可

解，还是不可解的？

滁菊加工不能“一刀切”

在谈到时下滁菊的产业化之困

时，王德群显得很惋惜。“现在很多企

业放弃了硫磺熏的传统制作工艺其

实很可惜，滁菊无论怎么发展，药用

功能都不应该被摒弃。”

“其他地方的菊花不能替代滁

菊，这是由滁菊的生长环境所决定

的”，王德群教授说，滁菊是中国唯一

一种生长在丘陵地区的菊花，生长区

域不南也不北，鲜花黄芯多、花朵大，

药用、饮用都很适合。“在中药界流传

了这样的一句话，北边菊花燥、南边

菊花润，中间的菊花不润不燥，这中

间的菊花指的就是滁菊。”

不过，虽然存在形态上的差异，

但是滁菊也面临“统一化”加工的尴

尬，王德群说，现在的滁菊加工企业

都摒弃了传统的硫磺熏制的加工工

艺，而都是机器烘干，这样“一刀切”

的加工方式实际上并不可取。

功能性饮料是条“好路”

滁菊的药用效果要比其他菊花

都好，采访中，王德群的老伴还向记

者讲了一个插曲。当年，在省城一家

药房工作的她把家里多余的滁菊带

到办公室，一个患有咽炎的同事喝了

两个夏天咽炎居然好了。

对于老伴的这种说法，王德群分

析，滁菊进不去药房主要是“身价”太

高，没有价格优势。“种植、采购、加工

环节都有操作空间，滁菊的药用属性

应早日回归”。

而基于滁菊的药用性，王德群认

为，滁菊产业化之路可以延伸至开发

功能性饮料。“滁菊在饮用上也要花

‘大功夫 ’，但是我不建议在产品包

装上做文章，而是要发挥它的药用

性，不断开发功能性饮料，以抢占市

场。”

环滁皆山也。

1000年前的欧阳修来到滁州时，也许没

有看见漫山的菊花，在醉翁亭的风景里，也觅

不到菊花香。但是，很多年后，菊花和醉翁亭

一样，成了滁州这座城市最吸引人之处。

从合肥出发，沿着合宁高速一路往东，

到达全椒出口。远远地，菊花的身影便在两

旁的巨型广告上随处可见。《本草纲目》云：

“滁州菊，单瓣色白，味甘为上。”清光绪年间

《滁州志》又记载“甘菊产大柳（今南谯区大

柳镇）者佳谓胜于杭产而不可多得”，也就是

在此年间，被列为贡品。延续至今，与杭白

菊、黄山贡菊、亳菊同列“中国四大药菊”。

“金心玉瓣，翠蒂天香”。史料中是这样

形容滁菊的，因其黄心较大、花瓣紧密而清

澈、芳香独特，依中医的说法：性温和，气味

清香，既可入药，又可作清凉饮料。中科院

学部委员叶桔泉《现代实用中药》一书评价，

“安徽滁州产者最清凉，不苦不甜，白菊中以

此为最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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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地点：滁州二十里头滁菊研究所1年中11个月设备都“赋闲”
告别高大兵，记者又折返来到距

滁州市区不远一个叫二十里头的地

方，滁菊研究所就坐落在那里。超过

300亩的占地，几栋现代化的加工厂

房出现在眼前。走近，出奇地清静，

没有机器的轰鸣，偶尔只听见附近农

户家的鸡叫和犬吠。所长龚建国告

诉记者，成立于 1999 年的滁菊研究

所，是滁州当地一家从事滁菊新品种

培育、高产栽培技术研究，是产学研

一体化的科技服务型机构。

在他的带领下，记者走进了其中

的一个加工车间，两台全自动的滁菊

加工设备静静地躺着。龚建国告诉

记者，菊花加工高峰期刚刚过去，在

两三个星期前，它们都是 24 小时不

停运转，菊农们排队来卖。“最壮观的

一个场景，菊农或开着农用车或摩托

车，或肩挑，从厂区一直排到了远处

的滁宁路，好几里的队伍”，龚建国记

得，最多的一天，光是滁菊研究所，就

收购了30万斤菊花。

由于今年过于集中上市，市场行情又

不太好，部分滁菊的确出现了滞销局面。

但滁菊研究所因为采取公司+农

户的模式，早前就跟菊农签订收购合

同，这部分都按合同价收购。去年价

格高，很多菊农加大种植面积，无形中

加大企业的收购压力。尽管有些菊农

并未签订合同，或者签了合同的菊农

没有及时上报新增的种植面积，但龚

建国还是尽可能地按合同价将菊花收

购，一时间，加工负担也加重起来。“我

们也不希望看到花价大起大落，因为

那样对滁菊产业伤害太大了。”

龚建国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

往滁菊加工是硫磺熏干，但现在都采

用蒸汽杀青、烘干的方式，一台这样的

自动化设备造价就达到200多万，最

重要的是，由于菊花的季节性，一年中

加工设备的工作时间不到 1个月，剩

下的时间全都“赋闲”，还不用说厂房

产生的成本，工人们往往都是先做加

工、后做销售。此外，滁菊储存也很费

钱，冷库的建设成本不菲。

琅琊西路183号金玉滁菊展销中心

滁宁路2628号菊泰滁菊展销中心
追踪地点：8成“销给”滁州及周边

得知这个时节，新滁菊已经进入全

面销售环节。记者终于在位于琅琊西

路的金玉滁菊展销中心见到了滁菊的

身影。

一排排各色包装的滁菊琳琅满

目，价格在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100

多平米的展厅中央，玻璃圆桌上，一朵

朵被泡开的滁菊，别样“绽放”，灿灿的

黄芯，洁白的花瓣，仿佛一朵朵可人的

笑脸，浓浓的菊香沁人心脾……

这里展销的都是龚建国所在滁菊

研究所研制生产的金玉滁菊。他一边

忙着招呼大客户，联系各种农展会，一

边告诉记者，这两年，滁菊产业不断壮

大，自己这么多年的坚守也结出了果

实。“当初才开始，这里一个月的销售

额不足1000元，接待顾客不到50人，

现在每天能卖出去1.5~2万元，每天就

有超过50客人光顾”。

“给我拿四盒 70 元，四盒 120 元

的”，说话间，一位顾客引起了记者的

注意，这位陈先生告诉记者，他是滁

州本地人，买这些滁菊准备作为特产

送给外来的朋友。“喝了对身体还有

好处”。

而在位于滁宁路的菊泰滁菊展销

中心，整个建筑被“打扮”得像一座高

档售楼部，里面的陈列也很是讲究，推

开门，一股菊香便扑鼻而来。菊泰滁

菊公司副总经理孙虹告诉记者，现在

滁菊的销售对象80%以上都还是滁州

本地及周边地区，当做滁州特产，因此

很讲究包装。

孙虹还给记者比较了几种菊花

不同的销售模式。黄山贡菊原本称

之徽菊，后来改称黄山菊，因为黄山

举世闻名，加上当地独特的自然特

色，让黄山菊一炮走红，而且在销售

过程中，黄山菊采取散装称重和包装

出售相结合，既可以在药房购买当药

用，也可以家庭日常饮用，市场面很

大。亳菊依靠亳州中药材基地的优

势，走药用销售通道，也很有优势。

而杭菊则是全国闻名的老品牌，有着

天然竞争力。

跟其他产业不同，滁菊生产企业

大多产销“一条龙”，而为了拓宽销售

渠道，他们不仅建立自己的展销中心，

还积极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展销会。龚

建国还正谋划着“触网”，想要通过电

子商务扩大销售空间。

在位于滁宁路的华润苏果店，记

者也仔细观察了销售最终端的滁菊

情况。在菊花销售柜台，滁菊产品多

是礼盒，价格不等，最贵的600克一

盒卖价408元，问津者不多。

滁菊产业链延伸的问题也一直

困扰着龚建国和孙虹。在金玉滁菊

展销中心，记者看到，除了常规的礼

盒之外，滁菊保健枕也是其力推的一

个主打产品，很受老年消费者欢迎。

而做药出身的孙虹还清晰地记

得，若干年前，一种名为“滁州菊花

精”的药品风靡全国的情景。因为滁

菊独特的药用特性，入药后在医院里

很受欢迎。但随着后来市场化大潮

的来临，这种药逐渐丧失其竞争力，

还使得曾经一度滁菊种植也跟着“荡

然无存”。后来，好不容易，滁菊种植

才又恢复生机。

因此，孙虹认为，滁菊产业绝对

不能简单的泡茶饮用，而要走好走深

两条路：一是入药，研发滁菊含片、冲

剂，毕竟作为药用菊花，滁菊有着不

可替代的功效。但做药投入巨大，不

是一般企业能够承受。其二是研发

保健食品，尤其是功能性饮料。虽然

滁州本地已经有企业开始尝试，比如

说与王老吉合作，将滁菊添入王老吉

的成分，达到清热解火的目的，但离

滁菊自身加大产业化要达到的程度

还远远不够。

而据新近滁州市下发的《关于进

一步加快滁菊产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到2015年，全市滁菊生产基地面

积将达5万亩，年加工菊花2万吨，实

现产值5亿元以上，为农民增收2亿

元。借着这股东风，具有千年历史的

地标性产品滁菊将摘掉规模小、产量

低、产品单一、市场狭小的旧帽子。

华润苏果滁州滁宁路店

琅琊西路183号金玉滁菊展销中心

滁宁路2628号菊泰滁菊展销中心

追踪地点：产业链还显得很“单一”
花农

记者：今年滁菊因为多方面因

素，让很多菊农“很受伤”。您怎么看

待这样的情况？

茅庆林：由于 2010 年的特殊情

况，企业对菊农收购的鲜花采购价最

高达8.5元一斤，这使尝到“甜头”的

菊农扩大种植面积、没有种植鲜花的

村民也纷纷“跟进”，一些菊农为了能

在收购季抬高鲜花“身价”，没有与企

业合作社签订合同收购价，这种盲目

种植行为的后果是菊花滞销贱卖。

我们也听说今年最低跌到 2 块

多一斤，很多没有与合作社签订合同

收购价的菊农损失更严重，卖掉是

亏，花期已过不摘更是亏。

记者：这样的价格“起落”会对滁

菊产业有什么影响？政府有没有相

应的政策？

茅庆林：菊花对于滁州来说，有

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也是滁州大力发

展的特色产业。近些年，滁州提出要

将滁菊打造成为“政治菊、经济菊、社

会菊、文化菊、兴奋菊”，推进滁菊产

业全面发展。

为此，滁州不仅成立了规格很高

的滁菊发展指挥部，每年还会举行滁

菊产业发展推进会。出台了一揽子

保护菊农的优惠政策，作为主产地的

南谯区更是不例外。

记者：在滁菊产业化方面，滁州

又是怎么考虑的？

茅庆林：根据市里的统一部署，

除了扩大种植面积，滁菊还将实行标

准化生产，保证品质。市里要求，在

滁菊种植基地范围内，全面推行滁菊

生产标准化，种苗由加工企业统一无

偿提供，农户严格按照种植标准或技

术规范，确保品质。

此外还将设立研究中心，重点开

发菊花油、菊花精、饮料、含片、食品、

化妆品、保健品等系列产品，形成产

品丰富、适应多种需求的滁菊终端产

品。目前，滁州四大滁菊生产企业都

在探寻产业化之路，现在的菊花不仅

能泡茶，也能制作保健枕，部分企业

已从去年开始给王老吉凉茶公司提

供原材料，而更有企业已经在寻找配

方，研制滁菊的饮料。

对话

做大做强“菊”文章
滁州市南谯区农委副主任茅庆林

滁菊特色不能“抛弃”
安徽中医学院药学院教授王德群

产业

加工

专家

一朵菊花，一个产业。

在滁州，菊花不但是秋天里

的风景，也成为这座城市的特

色。而在这个收获季，因为阴雨

天气影响，加上种植面积的激

增，去年8.5元一斤的滁菊，最低

的 只 卖 到 了 从 未 有 过 的 几 毛

钱。菊农心伤的同时，加工企业

也表达了自己的难言之隐，售价

不菲的机械设备，1 年中有 11 个

月都在“赋闲”，集中上市的背

后，让加工企业无形间背上了沉

重的负担。而在销售环节，滁菊

产品单一、销售渠道过窄都是其

不争的事实。

12月6~7日，记者一路追踪，

试图用脚步解读滁菊产业化的

路径。

记者 胡昊 董艳芬

星级记者 宛月琴 文/图

销售

南谯区是滁菊的主产地，今年全区

的种植面积达到8000多亩，占到整个滁

州产量的 8 成以上。12 月 6 日下午，记

者对话滁州市南谯区农委副主任茅庆

林，围绕滁菊及其产业化深度探讨。

12月7日，记者经过多方周折，在合

肥淠河路的教师住宅楼见到了62岁的王

德群教授，这个研究滁菊的“泰斗”级人

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