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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澳门回归前夕，李龙

章和同事接到一项重要任务——

准备200盆催花牡丹，作为洛阳礼

物送给澳门。

“为保证顺利完成任务，我们

提前几个月就着手催花事宜。”李

龙章说，交接仪式是在广州进行

的，他们将这批牡丹通过相关单位

顺利转赠给了澳门。

让李龙章记忆最深刻的，是为

1999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赠送催

花牡丹，增添节日氛围。“1998年年

底，我们带着牡丹来到北京，进行催

花。”李龙章说，跟南方不同，北京寒

冷干燥，催花必须在温室大棚内进

行。他和同事经验丰富，牡丹长势

喜人，他们如期将50盆催花牡丹送

到了春节联欢晚会演播大厅。

“工人在演播大厅摆放催花牡

丹时，参加排练的演员纷纷到跟前

瞧稀罕。”李龙章说，春节联欢晚会

播出当晚，他和家人早早地坐在电

视机前，他们看到，电视机里的洛

阳牡丹富贵喜庆，晚会主持人赵忠

祥对来自洛阳的催花牡丹进行了

着重介绍。

与牡丹打了几十年交道，把研究培育牡丹当作事业来干

李龙章：自称“泥腿子”，其实是专家

□洛报融媒记者 魏巍 文/图

近日，市民何小要给记者打来电话说，他的老友

李龙章曾在我市农林部门工作，工作期间，他不仅参

与了反季节催花牡丹的培育，还把洛阳牡丹送上了

央视春晚的舞台，为洛阳牡丹的发展作出贡献。

李龙章的身上，究竟有怎样的故事？

李龙章住在洛龙区聂泰路

附近，最近他刚过了 85 岁生

日。对于过去，他记忆犹新。

1983年，我市成功举办第

一届牡丹花会，引起轰动。这场

盛会激发了不少洛阳人种植牡

丹的热情。

李龙章说，当时，原郊区农

林局在邙山上有一块苗圃，占地

380多亩，主要种植苹果树等。

经向上级批准，他和同事将部分

地块改种了牡丹。

“牡丹有分株繁殖、嫁接繁殖

两种方法。”李龙章说，相较于分

株繁殖，嫁接繁殖推广速度更快。

李龙章和同事在实践中发

现，如果嫁接时用芍药的根，芍

药会从嫁接的牡丹上汲取营养，

成了牡丹的“寄生虫”。因此，等

到牡丹长起来后，需要将芍药的

根剔除。

发现了这一弊端后，李龙章

和同事尝试使用牡丹实生苗的

根，作为嫁接载体。“实生苗是指

牡丹籽长出的苗木，开出的牡丹

属于单瓣花，观赏性不高。”李龙

章说，用实生苗的根嫁接牡丹曾

遭质疑，有人担心嫁接的牡丹会

被实生苗“同化”。

“想做成事，就不能怕失

败！”李龙章给大家打气。令人

欣慰的是，经过一番实验，“同

化”现象并未出现，这样培育出

的牡丹非常漂亮。

牡丹花会的带动效应，让我

市的牡丹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这时，又有一个问题摆在李

龙章面前。“苗圃里的牡丹主要

是商用，得想办法拓展销路，形

成良性循环。”李龙章说，不少

农户也大面积种植了牡丹，但

销路不畅，打击了大家的种植

积极性。

李龙章得知，外地有农户经

营反季节催花牡丹，每年春节销

住南方，很受欢迎。“当时我市做

催花牡丹的极少，也没听说过有

成功案例。”李龙章说，有人尝试

将带土的牡丹运到广州催花，结

果水土不服，叶子长得很茂盛，

却不见开花。

1985年11月，李龙章与同

事张淑玲等人带着百余盆牡丹

前往深圳，进行催花实验。

“为避免牡丹水土不服，我

们利用当地的土壤栽培牡丹。”

李龙章说，当地土壤偏酸性，他

们事先对土壤进行改良，催花

过程中，他们像照顾婴儿般呵

护牡丹。

经过约 3个月的实验，枝

头长出了一个个牡丹花苞，那

一刻，李龙章等人的激动与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最终，这批

催花牡丹被有关部门送到香港

销售。

后来，李龙章组织农户到广

州等城市推销催花牡丹，不仅

让农户挣了钱，还提高了洛阳

牡丹的知名度。李龙章还被大

家称为“洛阳牡丹南国催花第

一人”。

李龙章与牡丹打了几十年交

道，还参与了《洛阳牡丹图谱》等作

品的编写工作，进一步提升了洛阳

牡丹的影响力。

李龙章总说，自己是个“泥腿

子”“土专家”。其实，他是一名高

级工程师，曾获得“洛阳市优秀专

家”“洛阳市拔尖人才”等称号，还

9次获得市级以上科技进步与星

火计划奖。

“牡丹花香传万里，天香染衣

醉醺醺……”李龙章爱写打油诗，

对牡丹的喜爱体现在诗词里，有

《洛阳牡丹上春晚》《洛阳牡丹赠澳

门》《牡丹颂》等。

李龙章说，他爱牡丹，把研究

培育牡丹当作事业来干，并干出

一点成绩，他感到很自豪。如今，

自己已到耄耋之年，虽无法继续

奋战在一线，但一直心系洛阳牡

丹发展，希望洛阳牡丹产业发展

得越来越好。

“想做成事，就不能怕失败” 他助力洛阳牡丹登上央视春晚

虽然无法继续奋战在一线，但他心系洛阳牡丹

■记者手记

一身朴素的穿着，鼻梁上

架着一副宽框眼镜，李龙章老

人身上依然透着技术人员的气

质。正是这样一位看似普通的

老人，为洛阳牡丹的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回忆往昔，老人

情绪激动、热情亢奋，能够看

出来他对牡丹深沉的爱。向洛

阳市众多的“泥腿子”“土专

家”致敬。

赵超构新闻奖优秀专栏

他被称为“洛阳牡丹南国催花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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