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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年 汉牡丹传奇

春 游 邢 台
赏百花，统领群
芳唯牡丹。

近日，一段
“让我们相约太
行泉城、美丽邢
台，畅游柏乡牡
丹花海”的视频
在 朋 友 圈 火 热
流传。视频中，
邢 台 柏 乡 籍 国
家 一 级 演 员 李
胜 素 与 众 多 文
化 名 家 共 同 邀
请 广 大 游 客 共
赴 第 十 一 届 汉
牡丹文化节，共
赏千年牡丹，共
享文化盛宴。

邢台柏乡县
是久负盛名的中
国 牡 丹 文 化 之
乡，其汉牡丹更
是全国一绝，凭
借 2000 年 的 悠
久历史，这里的
汉牡丹获誉“世
界 牡 丹 的 活 化
石”，被称为“千
年神花”。“柏乡
汉牡丹”商标是
柏 乡 县 获 得 的
首个国家级“金
字招牌”。“汉牡
丹传说”作为河
北 省 非 物 质 文
化遗产，是极具
地 域 特 色 的 文
化标识。

汉牡丹文化
节从2012年创办
至今，已成功举
办了十届，以花
为媒、深挖文化，
将自然之花转化
为文明之花、富
民之花，邢台积
极推动汉牡丹文
化产业成为实践
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的成
功范例，打造了
享誉全国的一张
亮丽文化名片，
让千年汉牡丹焕
发出新的生机和
活力。

牡丹盛放喜迎八方宾客

4月15日，“春游泉城 同赏百花”2024邢台市春季旅
游宣传推广活动启动仪式暨第十一届汉牡丹文化节开幕
式在七里河同心岛举行。千余名专家学者、社会各界代表
齐聚太行泉城，共赏国色天香，共谋美好未来。

一座城就是一部文化史。作为华北地区历史上第一
座城市，有“五朝古都，十朝雄郡”之称的邢台，有关汉牡丹
的传说也非常引人注目。在柏乡的宋代碑刻和清乾隆、民
国时期的县志，对汉牡丹的历史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民
国《柏乡县志》记载：“弥陀寺牡丹寺在县北郝村，其中牡丹
多株，相传为汉牡丹。又故老称道，光武帝巡河北时尝从
此经过，有咏牡丹诗一首曰：小王避乱过荒庄，井庙俱无甚
凄凉；唯有牡丹花数株，忠心不改向君王。此说虽不可深
信，然足证其年代久远，况至今犹盛乎。”

在民间，围绕汉牡丹，流传着大量的优美传说和历史
故事。花神入地结连理，化作牡丹、芍药两株花木；汉牡丹
忠君救主，护救刘秀躲避追杀；花开知农事，百姓“观花问
事”之风仍盛行……2009年，“柏乡汉牡丹传说”被列为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跨越 2000年悠长岁月，汉牡丹仍庄重优雅，魅力焕
发。同株异花为汉牡丹的一大特色，同株汉牡丹花色有深
浅浓淡之分，花朵有单层、双层、多层之别。1985年，柏乡
县文物保管所曾解剖一朵汉牡丹花，复花达215瓣。

自古以来，汉牡丹受到文人墨客的歌颂，留下了众多
诗词歌赋、书画墨宝，“忠诚、诚信、淳朴、热情”的汉牡丹
文化内涵，也早已融入当地民众的品质和性格中。盛大
的汉牡丹文化节，也已成为推动当地经济、文化、旅游等
高质量发展的品牌活动和展示河北文化自信、彰显燕赵
形象的重要窗口。

国色天香激活“赏花经济”

在柏乡县的汉都牡丹世界种植基地内，上百亩土地上
种植着数百个品种的牡丹、芍药。再过十几天，基地就会
迎来每年最繁忙的时刻——鲜切花采摘季。

“品质好的鲜切花一枝能卖十几元钱，基地内每年能
产约30万枝花，平均每亩地能带来约3万元的收入。”基地
负责人王世云告诉记者，今年几个熟识的批发商早已订购
了基地内的所有鲜切花，只要前期养护工作做到位，花朵
开得好，销路不用愁。

相距不远的汉牡丹园内，存活已 2000多年的 7株牡
丹扎根于此，引来众多游客一睹芳容。汉牡丹园种有
1000多个品种的牡丹、芍药等花卉，每年谷雨前后，宛如
花的海洋。

“园子里除了有16万株观赏牡丹，还有60万株用作繁
殖。”在汉牡丹园负责人贾树粉指引下，记者来到园内占地
30亩的连栋大棚。棚外春意阑珊，棚内繁花绚烂，这里的
花期早于露天种植，已相继开放，不时有游客从花丛中挑
选“心头好”买回家。

汉牡丹园内还设有智能温室，培育错季牡丹，延长花
期。每逢春节，错季牡丹竞相绽放，上演繁花俏争春的美
丽图景，增添美美年味。“每年11月，我们会调节温室内各
项参数，人为催花、控温，确保错季牡丹在春节如期绽放，
成为市场颇受欢迎的年宵花。”贾树粉说，一盆开了 8—10
朵花的牡丹盆景售价在 180元左右，花头再多的能卖到
200元以上。去年春节，温室培育的5000多盆牡丹盆景创
造了近百万元的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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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绝百花独芬芳，浑身是宝牡丹王。近
年来，柏乡依托品牌优势和种植基础，对牡
丹价值进行深入挖掘、深度开发。

“牡丹花虽好，但花期短。2019年起，
我们瞄准牡丹深加工产业，力争把牡丹的
颜值转化为牡丹深加工的产值。”河北圣丹
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运潭说。

圣丹公司加工车间内，自动化机器
正在给油用牡丹籽脱壳，顺着管道即将
输送进烘干机。在这里，牡丹籽要经过 6
道重要工序、10 余个流程，才能被制成牡
丹籽油。

10公斤牡丹籽才能榨出 1公斤油。圣
丹公司种植了300亩油用牡丹，花谢后平均每亩产出
250公斤籽，保障了榨油原料供应。2023年，圣丹公
司加工牡丹籽油10余吨，收入数百万元。

张运潭介绍，牡丹籽油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在
92%以上，亚麻酸含量达到 42%以上，享有“液体黄
金”的美誉，不仅可以作为食用油口服、烹饪，还可以
制成护肤品。凭借良好的品质，圣丹公司的牡丹籽
油吸引众多商家抛来“橄榄枝”。去年9月，产品还通
过国际900认证（食品行业认证系统），企业获得外贸

经营资格。
为实现牡丹价值最大化，来自柏乡的牡丹全花茶、牡丹花蕊茶

也相继进入市场销售，让牡丹从一朵可以欣赏的花，变身可以细品
的茶、能够美容养颜的保养品。

围绕工笔牡丹画文化产业，近年来柏乡着力制定工笔画
产业发展规划，创建了工笔画培训基地，政府补贴免费培训
专业技能，多措并举带动以工笔牡丹画为主的文化产业蓬勃
发展。目前，柏乡工笔画产业从业人员 1000 余人，作品远销
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邢台，工笔牡丹画、牡丹剪纸、牡丹瓷、牡丹拓片等以牡丹为
元素的衍生特色产品层出不穷，牡丹的多样价值正在逐步呈现。

以花为媒打造文旅新业态

作为河北省十大旅游节庆之一，汉牡丹文化节已成为集文化交
流、经贸合作、旅游观光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节会活动和河北省乃至
全国较有影响的文化节会。

在今年的开幕式上，邢台文旅宣传使者、汉牡丹文化形象大使李
胜素宣传推介；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中国农科院牡
丹研究中心主任张秀新为“中国农科院牡丹研究柏乡分中心”授牌；柏
乡县与湖北枣阳、河南叶县、孟津区四县共建成立“东汉历史文化旅游
城市联盟”。还举办景区介绍、交流互动、发放优惠券等活动，全面展
示邢台文旅资源，向广大游客发出“来邢旅游”的诚意邀请。

第十一届汉牡丹文化节将持续到5月15日。系列活动以“花开盛
世、共谱华章”为主题，借中国牡丹文化之乡、中国汉牡丹文化品牌优
势，深入挖掘汉文化资源，陆续推出柏乡县历史文化故事大赛、牡丹诗
会、全国百家牡丹书画作品展等十余场活动。

近年来，邢台柏乡把文化旅游产业作为加快柏乡发展的新动能，
建成了占地 680亩、集九大色系、上千品种的汉牡丹园。依托汉牡丹
文化资源，持续在推进牡丹产业做大做强上下功夫、见实效，产业带动
效应日趋明显。柏乡县被确定为河北省首批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创
建单位、汉牡丹园被授予“河北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艺术摄影创作
基地”。今年邢台还将积极融入全国牡丹发展大格局，推动柏乡的文
旅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柏乡县龙华镇党委书记赵江飞介绍，该地将依托千年神花汉牡
丹，每年接待约 30万人次观光游览。他们优化一产、壮大二产、活跃
三产，积极推动产业融合，发展特色文旅，力争依托文旅产业打造县域
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点。今年，该地汉牡丹园在承接研学和团建上大
做文章，聘请专业机构围绕汉牡丹历史文化精心设计六大课程，涵盖
汉文化、牡丹文化、茶艺知识等内容，为拉长旅游周期、丰富旅游供给
打基础。

充分挖掘汉牡丹文化资源，以汉牡丹文化节为名片，打造“一带四
园”生态文旅融合区，邢台柏乡让牡丹花成为文化之花、艺术之花、产
业之花，实现了以花为媒、以花兴城。

（邢台日报社记者 刘瑞凤 申学娜 谢龙 通讯员 王光耀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