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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玉梅

提起新疆天山，大家自然会想到天山雪莲，心里也会忍不住打个寒
战。李白说“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近日，有网友在洛阳网“洛阳
社区”上发帖称，经过半年的努力，洛阳牡丹有望在天山脚下开花。那
么，在雪莲盛开的地方，适应洛阳温暖气候的牡丹如何生根发芽？我市
的牡丹专家又为此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呢？

洛阳牡丹种天山 欲与雪莲傲冰寒
1500棵牡丹已在天山脚下扎根，预计明年六七月绽放

新疆的自然条件到底
有多恶劣，我们从王二强的
描述中可窥一二。“那里的
土壤就像面粉，是灰白色，
水浇在上面会腾起一阵烟，
透水性也差。”王二强说，刚
进入 10 月，夜间气温已是
零下。

王二强为我们展示了几
张照片。照片中，刚刚浇过
水的牡丹苗圃里，水还未渗
透，地上就已出现一条条干
涸的裂缝。这样的自然环
境，牡丹如何才能存活，怎样
生根、发芽、开花呢？

从洛阳出发前，王二强
让红星一场的工作人员施了
不少牛粪到即将种植牡丹的
地里。而且，这片地之前种
过棉花等农作物，酸碱度已
经有所改变。1500棵牡丹苗

中，有1200棵种在了温室大
棚内，有300棵种在了室外。
室内的温度可以人工干预，
室外的则要想办法解决低温
和风大的问题。

王二强等想了一个办
法，用土把整棵牡丹苗覆盖
起来保温防风，并且，随着
温度的降低增加覆土厚度，
来年再随着温度的升高去
掉土层。

王二强等人回到洛阳
后，双方便通过电话和网络
交流牡丹种植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王二强说，他们会随
时奔赴新疆，确保这批牡丹
苗安然无恙。

据悉，就目前情况看，种
在天山上的这批牡丹、芍药
的花期较我市会晚些，预计
于明年六七月绽放。

新疆地处中国大西北，
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临近
甘肃，坐火车到洛阳要近30
个小时，因此，哈密当地只有
极少数人看过洛阳牡丹。对
于当地人来说，看到洛阳牡
丹的稀奇程度不亚于洛阳人
看到天山雪莲。王二强亲身
感受了当地老百姓见到洛阳
牡丹的兴奋和激动。

10月15日约14时，运送
牡丹苗的车辆到达红星一
场。王二强记得，当时正是
当地人的休息时间，但还是
有一二十个人闻讯赶来，人
群中不时发出“明年就能看
到洛阳牡丹了”的惊讶声。

种植牡丹苗时需横平竖
直，人员、吊车齐上阵，稍有
不直就要重新种。当地人对
牡丹不了解，修剪牡丹时剪
下不少根，大家不知道如何
处理，王二强说了一句“这可
是一种很好的中药材”。闻
听此言，很多人抢着把牡丹
根拿回家泡茶喝，急得王二
强赶紧解释：“中药可不敢随
便吃！”

王二强说，红星一场有
一名叫刘平的负责人，种牡
丹的那几天，他天天高兴得
睡不着觉，一连几天晚上不
回家，而是睡在温室大棚
里。一天早上，王二强到温
室大棚时，看到地上湿漉漉

的。原来刘平担心牡丹苗缺
水，半夜起来又浇了一遍。
王二强心里很感动，也赶紧
教他：“以后可不敢这样浇水
了，长期积水，牡丹的根会腐
烂的。”

国际中国书协副主席、中
国国际书画研究院副院长张
柱堂曾登上过首届中国洛阳
牡丹文化节的主席台，时任
《新疆信息报》新闻部主任的
他回到乌鲁木齐后，于《新疆
信息报》头版刊发《洛阳牡丹
甲天下》的通讯，在新疆读者
中引发了一场“洛阳牡丹热”。

记者致电张柱堂时，他
说自己刚从红星一场考察归
来，提及此次引种的洛阳牡
丹，他兴奋地说：“我迫不及
待想看到红星一场开满牡丹
花。”张柱堂说，今年6月，他
参加了新疆五家渠青格达湖
景区举办的牡丹花节，其中
一部分牡丹引种自洛阳，品
种不多，规模也小，但是每天
都有几千人到那里看牡丹，
这说明新疆人喜爱牡丹、需
要牡丹。

洛宁县副县长李财民是
市政府派遣的对口援建红星
一场干部，现任红星一场副
场长。李财民说，若明年牡
丹顺利开花，他们将依托牡
丹苗圃建一个公园，供大家
观赏牡丹。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三
师红星一场是我市援疆工作中
的对口援建团场，位于哈密市东
郊，东天山脚下。今年10月13
日，我市农科院花卉研究所副所
长王二强携助理刘正国，带着
2000棵花苗起程奔赴红星一场，
并将这些花苗全种在了新疆的
土地上。

其实，洛阳牡丹引种至红星
一场一事应追溯至今年5月。当
时，在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柳身
参加的洛阳市对口支援红星一
场签约仪式上，市政府与红星一

场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即网帖
中所说的七项框架协议，其中有
一项就是“牡丹引种示范”。

“哈密人民期待洛阳牡丹已
久，他们非常重视这次牡丹引
种。红星一场场长杨卫东先后
三次带队来我市农科院协商引
种牡丹事宜，最终签订了牡丹引
种协议。”王占营说。

从洛阳到新疆，牡丹能否顺
利成活呢？市农科院花卉研究
所的专家们早有考虑，在运送牡
丹苗去新疆之前，红星一场已经
把有关新疆本地土壤和气候条

件的文字和图片资料通过互联
网传到了我市农科院。

新疆多是盐碱地；冬季气温
低，最低可达-20℃；昼夜温差
大；风沙大——这些都是种植牡
丹的不利条件。可是王占营和王
二强等几位专家研究后认为，在
新疆种植牡丹是可能的，土壤的
酸碱性可以改变，气温和大风可
以通过温室大棚进行人工干预。

10月初，市农科院从50亩牡
丹品种资源库中选取了1500棵
根强苗壮的牡丹苗，赶在新疆下
雪前送至红星一场，成功种下。

近日，网友“大网虫”在洛阳
网“洛阳社区”发表了一篇名为

“洛阳牡丹在农十三师红星一场
试种成功”的网帖。网贴称：“对
口援建红星一场的河南省洛阳
市，于今年5月与红星一场签订
了七项框架协议，洛阳市计划将
牡丹引种到天山脚下，经过半年
的努力，终于培育成功。”

按图索骥，记者发现这篇帖
子的内容来自新疆第一门户网
站——亚心网，标题为《洛阳牡丹
在农十三师红星一场试种成功》，

发表于今年的11月23日。
该新闻称，此次洛阳牡丹引

种至天山脚下是在我市农林科学
院（以下简称市农科院）的指导下
完成的。记者致电市农科院花卉
研究所所长王占营时，他表示，现
在说试种成功还为时过早，目前
只完成了引种的第一阶段——种
植，是否成功要等明年牡丹花开
才能下定论。

王占营说，此次引种至红星
一场的共有1500棵牡丹和500
棵芍药。牡丹有洛阳红、卷叶红、

银红巧对、墨润绝伦等17个品
种，芍药也有10个品种，颜色以
红色、粉色和紫色为主。

“之前新疆也曾引种牡丹，但
如此大的规模还是头一次。如
今，东到上海、南到广州、北到沈
阳、西至新疆，洛阳牡丹的种植范
围和销售范围越来越广。送至新
疆的这些品种是我们充分考虑了
新疆的自然气候条件后选择的，
生命力较旺盛，适应性和抗寒性
都较强。”王占营道出了在新疆种
植牡丹的诸多不易之处。

新疆人看洛阳牡丹，
不亚于洛阳人看天山雪莲

哈密期待洛阳牡丹，三次来访促成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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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完成，
能否开花待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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