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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花卉》

前言

　　序言　　花卉，是大自然神奇造化的结晶，是人民普遍喜爱的特殊商品。花卉业，是一项有利于
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的产业。它不仅经济效益高，是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
农业的重要途径，而且由于花卉具有鲜艳夺目的色彩，秀丽独特的风姿，浓郁清雅的芳香，给人以美
的享受，给人带来无限的生机。种花、养花、赏花，可以陶冶情操，娱乐身心，是美化、绿化城乡建
设的重要内容，是创建&ldquo;蓝天，碧海，绿地&rdquo;不可缺少的措施。正因为花卉业兼有经济、
社会、文化、生态等多种效益，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把它当作为一项&ldquo;朝阳&rdquo;产业，高度
重视，大力发展。　　花卉业在广东是一个传统而又新兴的产业，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武帝时期就有
花卉种植，并且远运京都长安。但花卉真正成为大宗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却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改革
开放以来，在各级政府的重视和倡导下，我省花卉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无论是在生产规模、经济
效益、科技创新还是在专业化水平、经营模式等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已成为全国花卉大省之一，不
少项目在全国占有很大比重，有些还位居前茅。近年，全省种植面积5万多公顷，占全国1／17；年经
营额86多亿元，占全国1／7，名列全国第一；出口创汇多年来均居全国第一、二位。阴生观叶植物和
高档盆花红掌、凤梨等产品销售，已占到全国市场份额的60％以上，成为全国主要的生产基地和贸易
中心。以推动花卉业发展和促进花卉消费为目的的各项花文化活动，也开展得扎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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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花卉》

内容概要

《广东花卉》内容简介：花卉，是大自然神奇造化的结晶，是人民普遍喜爱的特殊商品。花卉业，是
一项有利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的产业。它不仅经济效益高，是发展高产、优质、高效、
生态、安全农业的重要途径，而且由于花卉具有鲜艳夺目的色彩，秀丽独特的风姿，浓郁清雅的芳香
，给人以美的享受，给人带来无限的生机。种花、养花、赏花，可以陶冶情操，娱乐身心，是美化、
绿化城乡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创建“蓝天，碧海，绿地”不可缺少的措施。正因为花卉业兼有经济、
社会、文化、生态等多种效益，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把它当作为一项“朝阳”产业，高度重视，大力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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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花卉》

书籍目录

广东花卉的风采国家领导关怀广东花卉广东省各级领导重视广东花卉编者的话一、广东花卉概况（一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植物资源（二）源远流长的花卉发展史（三）改革开放促进广东花卉业稳健
发展（四）进一步推动广东花卉业的发展（五）不断推动广东花卉业创新的科研机构（六）发
挥&ldquo;领头羊&rdquo;作用的骨干企业（七）优势互补的花卉市场（八）璀璨的岭南花文化二、多
姿多彩的南方特色花木（一）观叶植物（二）观花植物（三）观果植物（四）兰科植物（五）仙人掌
类与多肉植物（六）切花类植物（七）水生植物（八）绿化、观赏树木（九）观赏棕榈（十）地被植
物和草坪草（十一）岭南盆景附录一：广东省花卉协会大事记附录二：历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广东展团
获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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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花卉》

章节摘录

　　清末民国初期，我省盛行栽培墨兰玩赏。据《岭海兰言》载，当时的兰园有：&ldquo;大良澹园，
以艺兰著名，盆至盈千，种几满百，罗尚书之别墅也&rdquo;；&ldquo;四会苏圃姜桂之园，兰花最
盛&rdquo;；&ldquo;佛山沙坑骗周爱日园，亦知名&rdquo;。又据潮汕地方志载，当时的大官僚方耀（
普宁洪阳人）曾以大型软剑白墨素进贡慈禧太后。此期间亦是岭南盆景从探求进入创立阶段，由模仿
创作技法和景致，转到追求酷似自然原素的树型，祈求达到神似的深度。以孔泰初、陈素仁和陆学明
等为代表的一代盆景艺术大师，创造出具有岭南特色的盆景流派。1933年，广州市举办第一届盆景展
览会，受到广大观赏者的好评。抗战沦陷期间，花区受到破坏，花圃大量荒废，种植花卉面积大大减
少。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新中国成立前夕，广州的花卉生产仍集中在芳村和海珠区的联
星村，面积为1794亩，市区内花农利用闲置地种植约100亩。新中国成立后，花卉产区各级政府积极扶
持花卉生产的恢复发展。1953年，广州市政府设立农事处郊区农业技术工作站，驻芳村地区分站设专
人负责花卉技术推广工作。1957年，茉莉、白兰、玫瑰等工业用花面积迅速扩大，主要是为轻工部在
芳村兴办的香料厂提供原料。1958年，鹤洞人民公社在坑口、东激村接壤的地方兴办了当时规模最大
的花卉生产基地&mdash;&mdash;鹤洞公社大花园，面积达8790亩。1957年，顺德县各区兴建花场，陈
村种植米仔兰、茉莉十分普遍，年收购鲜花10万多斤。当时兰花也成为顺德出口创汇的一个项目。20
世纪60年代初，岭南盆景在广州、佛山、南海、顺德发展较快，在花卉中占了一席之地。种植面积4万
多亩，年销售额7.5亿元，创汇730万美元。南海区盐步、黄岐一带历史上盛产桃花，尤以秀水（现东
秀村）和教表村最出名。70年代初起，桃花逐渐转向松岗、官瑶、里水、平洲等地发展，品种有10多
个。广州以石马桃花闻名。桃花是春节的传统用花，经济效益很高。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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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花卉》

精彩短评

1、推荐！主要内容在99-227页
2、前方有领导，有种政绩报告的感觉。。作为邻居表示书里大多数植物是认得的。。看来收录的种
类还是少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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