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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特色小镇建设已经成为花卉旅游及带动经

济发展的新焦点。从青州市明确提出“旅游立市”发展理

念以来，将花卉与旅游融合发展作为重要课题进行研究推

进，重点拓展了花卉产业旅游和花博会旅游两个方向。通

过对花卉生产重点镇、街道的花卉企业、花卉景点进行提

升改造，规划出串联花卉公园、花卉创业园、花卉市场、

弥河花卉休闲度假区以及花卉重点企业的两条旅游线路，

形成了观光、旅游、赏购为一体的经济产业游，并于今年9

月份成功举办青州首届花卉旅游节。通过做大做强花博会

期间旅游产业，将花卉游、花博游与古城游、青州历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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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过 30 多年花卉生产基地的建设，20 多年花卉交易市场的发展和 16 年花博会品牌的打造，青州市的花卉产业已经成为了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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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加快经济建设，已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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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的生境。城市海绵建设中须更多的“推进多自然型河

流建设”，尊重自然河流所具有的多样性，创造出满足自

然条件的良好水生态环境和水生态健康体系。（4）海绵城

市建设应用及效果。根据城市总体规划，针对城市建设强

度较低，基础条件较好，可进行大范围的海绵城市建设，

而周边建筑较密集，需要因地制宜，选择恰当的海绵城市

建设措施。建设中应结合防洪排涝规划，布置滨水缓冲

带，提升河道的自然修复功能；通过设置生态湿塘、调节

塘等生态蓄水措施，提升河道的生态调蓄补给能力。对于

区域城市开发强度较大、周边建筑较密集且没有多余的绿

地空间，建议在该范围尽量多的考虑透水铺装建设，并尽

可能地利用已有建筑进行屋顶绿化建设。结果表明，下凹

式绿地对径流水质净化的效果非常显著，总悬浮物（TSS）

的去除率均大于95%，说明城市绿地系统对有效地控制雨水

径流污染作用显著。

5 结语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道路硬化面积增加，排水管网负

荷沉重，水土流失、初期雨水污染、雨水资源缺乏等问题

日益突出，建设并营造“会呼吸”的城市势在必行。本文

通过对海绵城市的建设特点进行初步分析，阐述了遵循顺

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低影响发展模式对城市水环境

的影响，反映了海绵城市建设对保护和改善城市原有的水

环境良性发展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同时，提出在规划建设

过程中应加强海绵城市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的协调性，通

过优化城市布局、协调生态功能、尊重自然河流，使城市

水环境及生态效益最大化，促进城市人居环境与生态环境

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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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一步融合，推动了花卉旅游更深层次的发展，加速了

青州经济的发展。

1 青州建设花卉特色小镇优势条件

青州市黄楼街道是潍坊市确定的五个特色小城镇之

一，现已形成2条旅游线路，6大旅游板块，12处景点，省

级花卉高科技园1万亩，占地30平方公里的“东方花都生态

城”，七色花街2条。形成了“十里花街，百亩市场，千户

经营，万亩基地”的产业化格局，黄楼街道成为了全国三

大花卉集散中心之一，真正实现了集花卉的生产、销售、

科研、流通、服务于一体的产业化格局。自2001年以来，

连续16年在“十一”旅游黄金周期间，成功举办了16届花

卉博览交易会，被山东省林业厅、山东省花协确定为“山

东省花卉交易会永久会址”。2009年举办的第七届中国花

卉博览会，是全国花卉界的奥林匹克盛会，举办地也是在

黄楼境内。截至目前，花卉小镇的花卉种植面积达到5.5万

亩，花卉专业村52个，从业人员5.5万人，种植业户1万多

户，年产盆花2.4亿盆，拥有21家规模花卉企业。花卉品

种达300多个系列，1000多个品种，自产花卉占30%，外地

花卉占70%，花卉运输车1700多辆。2015年花卉年产值40亿

元，年交易额达到60亿元，占青州市花卉产业总量的85%以

上。

一是花卉产业规模不断扩大，“青州花卉”影响力显著

提升。2016年新增高档智能温室超过40万平方米，产业投

入1.28亿元，引进推广花卉新品种2200个，带动周边农户

6.72万人。本届花博会开幕式上，我市被中国花协确定为

“国家重点花卉良种繁育生产示范基地（试点单位）”。

以弥河、黄楼为核心的国家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区被科技部

命名。9月28日，成功组织召开“2016年中花协盆栽分会理

事会议”。

二是提升企业发展后劲，园区发展向现代化转型。重点

扶持铭园花卉、世纪金塬、馥郁花卉、奥斯特园艺等花卉

企业扩张生产规模，加大科技投入，挖掘发展潜力，企业

花卉生产品质进一步提升。全市多肉植物生产面积突破15

万平方米，多肉植物存养量3亿株，成为全国最大的多肉植

物生产基地和培训基地。建成青州（国际）花卉创业园、

青州花卉公园、中国北方花木交易中心、弥河生态花卉旅

游休闲区、弥河万亩草花基地等一批在国内有影响力的花

卉园区。

三是深入实施“科技兴花”工程，强化产业人才支撑。

科隆园艺、奥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通过科技

攻关，实现了由生产型向种苗研发型的转型，全市年产花

卉种苗突破2000万株。萌宠多肉、千卉千姿等企业积极开

展多肉植物杂交选育工作，引进及培育多肉新品种1600个

以上。重点帮助绿圣兰业、亚泰农业两家公司做好花卉种

子、种苗、种球进出口资质申报工作。科隆生物成功选育

2个蝴蝶兰新品种，现已完成申报。目前已有4名博士、

13名硕士、2名专家来青州企业工作或与企业开展科研合

作。成功举办2016青州市花卉产业转型升级培训班，到天

津大顺、北京鲜花港等现代花卉企业参观学习，进一步提

升了花卉企业家境界和水平。

四是全市花卉电商蓬勃发展，线上交易日渐活跃。建成

中国花卉电子商务交易中心，该项目已通过审批成为国家

级花卉电商平台，被立项为国家重大投资项目，9月28日成

功上线运营。善融商务青州花卉馆、中国青州盆花交易结

算中心等电商平台线上交易水平不断提高。全市已有近400

家花卉企业、经销商在天猫、淘宝、阿里巴巴、京东等网

络平台店注册网店。全市线上交易已达到18.01亿元，较去

年同期增长17.87%。

五是创新办会模式，花博会向专业会展转型。按照“室

内专业会展，室外花卉旅游”的办会模式，采取半市场化

运作模式，由山东花都会展有限公司与国内顶端专业公司

长城会展公司合作，在花博会筹办市场化运作上有实质性

突破。展会期间，共展示盆花新品种1600多个，有荷兰、

韩国、丹麦、比利时等10余个国家，包括瑞恩、爱索特等

近18家国际知名企业参展，接待游客37.28万人次，专业观

众2万人次，现场交易额2.55亿元，花博会盛况先后4次在

央视频道播出，2次在央视新闻联播专题播出。

六是创新推进花卉旅游融合发展，打造花卉产业新引

擎。整合提升花卉游与古城游融合。以青州古城游为依托

抓好“花都之旅”旅游线路，鼓励花卉经营户入驻古城发

展，鼓励弥河镇、黄楼街道发展花卉美食、花居住宿、花

卉观赏等链条产品。重点打造花卉高科技博览园、青州

（国际）花卉创业园、青州花卉公园、弥河生态花卉旅游

休闲区、青州花卉公园等生态旅游观光点，推动花卉旅游

更深层次的融合，2016年以来接待游客突破47万人次。

七是创新机制招大引强，产业招商有新突破。围绕全产

业链，着力招大商、招群商、招好商。山东花都物流、山

东万红花卉物流、瑞捷物流等5家花卉专业物流公司入驻青

州，建成鲜花存储仓5处，成功开通青州到北京货运专线，

青州已成为全国花卉物流重要节点城市。引进山东东方花

卉有限公司，总投资1.26亿元，建设东方花卉青州基地。

引进东营客商投资1.12亿元，建设“百亩名优花卉繁育基

地”。

八是积极争创国家重点花文化基地，做好盆栽植物分会

工作。对全市花文化历史资源进行搜集整理，编制完成国

家重点花文化基地创建方案，邀请专家组织召开国家重点

花文化基地创建研讨会。立足全国盆花发展形势，借助盆

栽植物分会资源优势，在发起组织系列行业会议及交流活

动的基础上，做好青州花卉品牌宣传和推广。在本届盆栽

植物分会理事会上，审议通过成立青州中花联合盆栽发展

中心，成立10个盆栽分会工作站，确定举办首届中国杯组

合盆栽大赛。

2 青州花卉小镇经济建设的思路和对策

花卉小镇是以花卉产业发展为导向，把青州弥河以东、

以南区域，划为花卉种植、花卉加工、花卉研发、花卉博

览交易、花卉物流、花卉旅游的主要区域。将黄楼街道打

造成为集花卉交易、花卉种植体验、花卉旅游观光、花卉

休闲度假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花卉主题小镇。花卉小镇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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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目标为“构建完整的花卉产业运营体系，打造‘一河两

岸’生态景观格局，建设富饶、幸福、活力的‘多彩魅力

花城’”。小镇性质为“以花卉产业、生态旅游为主，兼

具现代商务、办公功能的花卉之城”。功能定位为“北

方花乡、特色花卉旅游区、城市东部次中心”。未来3—

5年，小镇将深入实施“花卉产业集群”发展战略，加快

花卉产业转型升级，全力打造“以花卉产业为支撑的商贸

旅游型小城镇”，积极拓展“东方花都生态城”内涵，全

力打造黄楼花卉产业升级版。借助建设国家级农业高科技

园区和申报国家花卉高科技园综合标准化示范区，努力建

设成为全国优质花卉重要物流流通基地、全国花卉产业行

业聚集区、省级花卉科技样板区、鲁中地区花卉高新企业

孵化器，为促进现代花卉产业聚集式发展和一、二、三次

产业融合提供示范。花卉小镇已建成占地5000亩的省级花

卉高科技园；建成的占地1680亩的中国（青州）花卉苗木

交易中心，已被列入《山东省“十二五”农产品批发市场

省级重点项目》和《山东省苗木花卉产业振兴规划》，被

评为山东省文明诚信市场；占地20000平方米的花卉资材

市场项目和投资2亿元占地230亩的苗木盆景市场已建设完

工并投入使用；投资6000万元，新建花卉交易厅2.9万平

方米、资材交易厅6000平方米；建成全国首家竹芋育种00

繁育中心；邀请北京林业大学等13家科研院所成立了花卉

苗木专家工作站；青州仙客来成功注册为国家地理标志商

标；“云门香”、“海岱韵”、“双艺同辉”、“青州雪

峰”、“云门素”、“青州金凤”、“青州银凤”等7个花

卉新品种通过省专家验收鉴定；小镇花卉电商发展300余

家，其中青州春舞枝花卉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获国家商务

部颁发的“电子商务示范企业”荣誉；小镇被批准为山东

省农业科技园区、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国家花卉高科技

园综合标准化示范区正在申报中；小镇被评为国家级生态

乡镇、省十佳花卉乡镇、省花卉苗木百强镇等荣誉称号。

3 下步建设的重点

今年以来，青州市坚持科技支撑引领，全方位、多领

域、深层次推进花卉科技创新实践，深度挖掘培植花卉产

业特色功能，充分发挥产业规模化和专业化优势，围绕

“一心”、“两轴”，以重点项目建设为契机，认真规划

提升，力争3到5年打造成集花卉科研、种植、加工、交

易、观光休闲、艺术于一体的花卉特色小镇。一是突出

花卉产业特色打造2个专业区。以青州（国际）花卉创业

园为核心，打造花卉科研区，加大人才引进和政策扶持力

度，以13家科研机构为主，重点进行花卉种质资源苗圃建

设，做好新品种培育引进、种苗研发生产、科技创新等。

花卉苗木盆景区以花卉公园和盆景园为核心打造盆景生产

加工、展示销售中心，打造专业化特色花坛花境景观。二

是突出花卉文化特色打造花卉文化创意区。加快国家重点

花文化示范基地建设，将创意文化与花卉产业有机结合，

发掘花卉文化内涵，拓展文化创意空间，打造花卉竞争新

优势，主要涵盖花卉摄影、花卉写生、插花艺术、盆景艺

术、花卉雕刻、花盆花架艺术、教育培训8项功能，通过文

化嫁接，建设花卉博物馆、花卉艺术特色民居，实现花卉

文化产业链的全面升级。三是突出花卉旅游特色打造2个

观光旅游区。以花博会旅游为中心带动花卉专业村旅游，

建设花卉观光区。主要进行高新技术展示、花卉主产品及

特色花卉品种的栽培示范、精深加工等，以及各种高附加

值的食用型、药用型、经济型花卉展示，丰富全产业链。

结合弥河源生态资源、红色历史建设特色“花香人家”休

闲养生地，打造弥河文化旅游度假区，强化花外吸引，丰

富主体娱乐、生态度假、花乡休闲服务等功能。四是突出

花卉市场特色打造“线上、线下”2个市场。线下围绕中

国青州花卉苗木交易中心规划30万平方米，形成具有电子

结算、监控、信息发布、综合管理、数据交换、进出口交

易等功能的北方最大的花卉交易中心，打造集花卉种养、

休闲娱乐、产品交易、旅游观光于一体的综合经济文化园

区。线上建设国家级花卉电商平台，发展中国花卉电子商务

交易中心，打造特色花卉电商，目前全市花卉电商发展到400多

家，今年预计电商交易额将突破1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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