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8 月 12 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吉玲 阎天雷

每周影像

本报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政编码 100803 中国邮政发行投递服务电话 11185 广告部电话 63071265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529 号 定价：每份 0.9 元 年价 324 元 本报挑错电话：010-6 3 0 7 3 9 7 9 、6 3 0 7 2 0 7 0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富通律师事务所 电话：0 1 0 - 8 8 4 0 6 6 1 7 、1 3 9 0 1 1 0 2 5 4 5



莎车集中连片
种植的万寿菊宛如
“花的海洋”。

万寿菊花单体
重可达 95 克，直径
10 厘米左右。






2019 年 7 月，
晨光生物免费向种
植户发放液体菊花
素活性菌肥。

莎车县维吾尔
族农户的院子门前
也栽满了万寿菊
花。



：2019 年 7 月，在新疆莎车县依盖
尔其镇，依乃克帕塔村维吾尔族农民们正忙着
采摘万寿菊。在每年 6 月到 9 月的花期，每 10
天可采摘一次，一年最多可采摘 8 至 10 次。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卢卢刚刚、、李李志志浩浩摄摄影影报报道道

沙沙海海遇遇花花海海

打打开开地地图图，，沿沿着着古古丝丝绸绸之之路路一一路路向向西西，，在在敦敦煌煌分分了了一一个个岔岔，，一一路路向向北
的叫北线，一路向南的叫南线，中间隔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线沿着沙
漠边缘，在昆仑山脉水系的滋润下，出现一串珍珠似的绿洲：楼兰、于田、
莎车……

遥想当年，一支支驼队在大漠烈日下长途跋涉，一阵阵铃声在落日余
晖中亘古悠长……可谁能想到，“沙海”与“花海”能如此突兀地相连，一同
出现在古老的丝路上———

盛夏一来，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的莎车县，就“浸润”在了一片橘
黄色的“花海”中。随意走入一条乡间道路，两侧高大的白杨林下、成排果
树的间隔田里、农舍的房前屋后，都能看到黄灿灿的万寿菊连片开放。

不仅如此，从空中俯瞰，于田、策勒、叶城、英吉沙……在那串缀在沙
漠边缘的绿洲上，也出现了一片片“花海”——— 万寿菊花海。这一原产自墨
西哥的菊花品种，虽然从明代就已传入中国，并被达官贵人赋予了“万寿
无疆”的寓意，但与边远的南疆发生关联，还是在 8 年前。

从 2011 年开始，万寿菊被带到了这里，生根繁衍，从 300 亩、3 万
亩……一直到 16 万亩，而且还将继续蔓延开来，汇成花的海洋！

可是，为什么是万寿菊呢？

脱贫攻坚花

万寿菊种得最多的是莎车县，有 13 . 8 万亩，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万
寿菊种植基地。这里光热水土资源得天独厚，四季分明，气候干燥，日照
长，水分蒸发量大，十分适宜喜光的万寿菊生长。种万寿菊有什么好处呢？
原来，除了花朵大、花期长具有观赏性外，万寿菊还能提取天然色素叶黄
素，延缓老年人因黄斑退化而引起的视力退化，被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

化妆品、饲料等行业，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可对于大面积种植万寿菊，“吃过不少亏”的当地人也曾有过犹豫与

怀疑。莎车县副县长樊海涛告诉记者，作为“国贫县”，莎车也曾引进过一
些农业龙头企业，都因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市场变化等原因合作失败，所
以对于万寿菊的种植很是谨慎。2011 年试种了 300 亩，发现效果很好，所
以第二年一下子就种了 3 万亩。

这回让当地人放心的是，引进的龙头企业实力不凡：晨光生物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天然植物提取物生产供应商，辣椒红色素、辣椒油树
脂、叶黄素三项产销量都是世界第一。

万寿菊加工也能“吃干榨尽”，经过发酵、烘干、造粒、萃取等工序后，
叶黄素提取率达 98% 以上；而且，晨光生物还将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菊花
粕、青储液等，研制成生物有机肥和液体菊花素活性菌肥，进一步延伸产
业链，使之实现了循环农业。

企业还与当地政府一起打造了完整的供应链：用育苗控制种植面
积—建合作社组织生产—补贴种植户万寿菊专用肥料—组织技术员实时
指导—签订保护价统一收购。

莎车也是全国知名的“巴旦木之乡”，全县共种有 92 万亩的巴旦木果
树。“矮小的”万寿菊刚好可以与“高大的”巴旦木果树“和谐共生”，在原有
果树的行间实现套种。

“种万寿菊增收快，订单农业很不错。”巴格阿瓦提乡巴格吉格代村贫
困户阿布力米提·赛麦提说，去年他只种了 2 . 5 亩万寿菊就挣了 5000
元。

“万寿菊是我县的脱贫花，是促进莎车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重要突破口，更是拉动我县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樊海涛说。

据统计，从 2012 年以来，这朵小小的菊花已带动南疆农民增收 6
亿多元，实现出口创汇 5000 万美元，使 3 万多贫困户 10 万人摆脱了贫
困。

花海致富梦

对于万寿菊，很多人也许会感到陌生，但两年前风靡世界的那部奥斯
卡最佳动画长片《寻梦环游记》，却为万寿菊做了最佳代言。在视觉上这种
绚丽的小黄花儿为影片增色不少，一直伴随墨西哥小男孩米格穿越此岸
与彼岸，实现了收获亲人珍贵祝福的寻梦之旅。

但在莎车当地农民眼中，种在田里的万寿菊有着比审美更为紧要的
功能——— 圆脱贫致富梦。莎车县是新疆人口最多的县，因缺少产业，
101 . 7 万的常住人口无法有效转化为劳动力优势，大多数人仍“地里刨
食”，生活难以改善。2017 年年底建档立卡贫困户再度复核后，莎车县的
贫困发生率高达 20 . 4%。

依盖尔其镇依乃克帕塔村是深度贫困村，也是莎车县种植万寿菊最
多的村，今年种植了 2300 亩。仅种植万寿菊一项，预计全村户均增收 1 . 5
万元以上。

2018 年初，自治区强力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自然资源厅的
邓东升与新疆大学教师吴健强一道，成了这个村的驻村干部。

“个别老乡竟然还过着‘一碗茶一口馕’的清贫日子。”想起刚来时的情
形，俩人感到震惊，全村 4100 余亩耕地，人均不过 3 亩地，长期以来主要
种植小麦和棉花，很难脱贫。

“种植结构需要调整！”2018 年 1 月，邓东升与吴健强召集驻村工作
队、村“两委”开了会，做出决定：在口粮地和林果地之外，其余土地全部改
种万寿菊增收。

6 月份进入收获季节，该村 23 岁的阿布都合力力·阿布力克木对记
者说，以前种小麦和棉花，单产收入分别在 400 ～ 500 元和 1200 ～ 1500
元。今年他共种了 18 亩万寿菊，已采摘了两次，拿到了 1 . 2 万元的现金。

为了提高农户种植积极性，2012 年至 2014 年，企业的收购价是每公
斤 0 . 97 元；2015 年以来，收购价格提高到每公斤 1 . 05 元。仅此一项，农
民亩均增收 200 元。

看到万寿菊不仅是脱贫的“利器”，还是致富的“法宝”，副县长樊海涛
表示，在今年 13 . 8 万亩的基础上，明年将扩大到 15 万亩，使莎车继续成
为世界最大万寿菊种植基地。

“我们还要深挖旅游产业，让‘巴旦木之乡’莎车变成花的海洋，成为
‘万寿菊之乡’。”樊海涛对此信心十足。



▲▲ 2019 年 7 月，工人们将整车的万寿菊卸
下来，放进晨光生物莎车公司的青储池进行发
酵，再进行烘干、造粒、萃取后得到叶黄素浸膏，
加工成叶黄素晶体，远销海外。

 

沙沙海海边边的的花花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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