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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走在青州市黄楼街道，看着树叶凋
零，草木一片萧瑟，然而，当记者拐入山东绿
圣兰业花卉科技有限公司的花卉大棚时，发现
了别有洞天的景象：成千上万的蝴蝶兰争奇斗
艳，兰香幽幽，沁人心脾。

如此美景出自69岁的王珉芝之手，他是绿
圣兰业花卉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20多年
前，王珉芝一没资金二没技术，只凭着一腔热
血，开启了种植兰花的梦想之路，其中，经历
多少辛酸与曲折，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20年
后的今天，王珉芝把小小的蝴蝶兰“种”成了
一个大产业。

“种”出一个大产业

走进王珉芝的办公室，乍看感觉有些凌
乱，仔细一瞧才能看出其中的门道：桌上一株
蝴蝶兰惊艳绽放；墙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牌
匾；椅子上摞着一叠厚厚的证书，再就是与兰
友的合影和各种兰花的书籍资料，屋里所有的
陈设，都与兰花有关。牌匾、证书都是参加各
类兰花展所获的荣誉，其中，新品种“绿圣小
钻”在今年的青州花卉交易博览会上获得“金
花奖”，这是最让王珉芝得意的。

王珉芝对兰花的喜爱溢于言表，有客来
访，他总会“显摆显摆”，要亲自带着进大棚
转一圈。在绿圣兰业8万平米的花卉大棚里，这
位近70岁的老人步履矫健，穿梭自如。王珉芝
边走边说，将兰花的习性特点娓娓道来，看着
心爱的兰花，他脸上满是笑容，连皱纹都舒展
开来。淄博兰友韩卫国与王珉芝相交多年，熟
悉他的脾气秉性，他说王珉芝不善表达，唯独
谈起兰花时例外。

王珉芝是何时爱上兰花的已无从追溯，在
他的儿子、绿圣兰业总经理王广磊的记忆里，
父亲年轻时候就喜欢养花，小时候家里经常被
各种颜色的花卉装点，花香不断。要说起王珉
芝涉足兰花产业，第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应该是
1986年。当时，王珉芝在东高镇种子站工作，
他在院子里建了一个小花棚，养上国兰，作为
工作之余的爱好。那时候养的国兰，大都被王
珉芝分散给了亲朋好友，也有一部分仍在绿圣
兰业的花卉大棚中茁壮生长。

1996年，做蝴蝶兰生意的想法第一次在王
珉芝的脑海中萌生。那一年，王珉芝与朋友一
道去昆明参加花卉博览会。博览会上，各式各
样的蝴蝶兰争奇斗艳，让王珉芝大饱眼福，也
让他大为惊讶，“一株蝴蝶兰竟然能卖到200多
块钱。”后来，王珉芝从单位下岗，经过短暂
的迷茫后，这一想法又渐渐清晰起来，他又两
次南下昆明考察。“蝴蝶兰是高档花卉，价格
相对较高，但和国兰比起来还是大众化消费，
能够进入千家万户。”经过考察，王珉芝对蝴
蝶兰的市场前景更加看好，回来后他在东高镇
建起第一个基地，从此一干就是20多年。

“一开始是倒，从南方进成花，在这边
卖。”倒卖了两年成花后，王珉芝发现，蝴蝶
兰产业越在上游越能赚钱，“进成花一株上百
块钱，进一棵苗子只要十几块钱，进成花不如
进小苗。”1998年，王珉芝进了几千棵蝴蝶兰
幼苗，迈开了向蝴蝶兰产业上游进军的步伐。

“蝴蝶兰是南方花卉，当时这边几乎没有
人种植，对于南花北种，周围的人都觉得不现
实，劝我别种了。”但王珉芝觉得这是一个花
卉新领域，种好了能发展出一个大产业，他下
定决心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回忆起这个决定，王珉芝说自己是被逼
的。他拿养国兰与养蝴蝶兰的不同来说明，
“养国兰是业余爱好，属于个人的闲情逸致，
专业养花是经营活动，有经济压力了。那时候
工资很少，最开始进花的时候要先贷款，卖了
花再还上，现在这个基地是贷了一两千万才建
起来的。”蝴蝶兰产业越做越大，王珉芝感到
身上的责任也越来越大，不仅要带动花农致
富，更要引领青州花卉产业继续做大做强。

为养蝴蝶兰交学费

“今年有70万株蝴蝶兰上市，明年将达到
100万株。”在王珉芝的悉心照料下，大棚里的
蝴蝶兰生机勃勃。因为兰花养得好，王珉芝是

青州远近闻名的花卉状元，在全国兰花界也小
有名气。谈到这一切，王珉芝颇多感慨，“我
是青州最早养蝴蝶兰的，当初走了不少弯路，
交足了学费。”

在向上游进军的道路上，王珉芝最先触碰
到的不是更多的利润，而是高大的技术壁垒。
逆水行舟，每前进一步都充满艰辛。

“第一批买回来的蝴蝶兰因为水土不服都
死了，后来发现是土壤的问题。”冰冷的现实
给了王珉芝沉重一击。

除了土壤，温度是另一个关键因素，“蝴
蝶兰对温度要求比较高，夜温不能超过18度，
否则就不抽梗，也就不开花，需要降温，而到
了冬天就需要加温。”当时，王珉芝对此并不
了解，而且条件也不具备，“东高镇的那个基
地都是水泥板子扣起来的土棚，条件十分简
陋，没有加温和降温设备”。因此，从台湾引
进的1万多株蝴蝶兰幼苗种下去，都没开花。

当时，王珉芝着了急，满脑子想的都是怎
样让蝴蝶兰开花，最后甚至到了逼着花开的程
度。“用了一些激素，把花催了出来。”但事
实证明，逼着开花的办法是不行的，“开是开
了，可前面开后面败，几天就都坏了。”

一个接一个的挫折，让王珉芝吃了很多苦
头，但是他并没有抱怨，而是想方设法一点点
提高养花技术。“那时候没有电脑，只能从书
上看，再就是四处拜师，到处参加兰展，学习
新技术。光找适合蝴蝶兰的土就用了好几年，
试验了十几种土，直到用上了一种从日本进口
的材料，才越养越好。”王广磊毕业后就帮着
父亲，对其中的艰辛再清楚不过。

土壤的难题攻克了，温度怎么办？没有设
备，就用土办法。为了掌握蝴蝶兰生长所需的
温度，王珉芝夜里每两个小时起来一次，拿着
温度计进花棚，把测量的数据一一记在笔记本
上。这样记录了几年，王珉芝完全掌握了蝴蝶
兰的生长习性，每个阶段时间多长，需要什么
样的温度，他都了然于胸。绿圣兰业现有的8个
花卉大棚，每个棚的温度条件都不同，以满足
处于不同生长阶段兰花的需要。

当年的辛劳换来了如今满棚花香。“台湾
养蝴蝶兰的技术是最好的，现在我们的技术和
台湾已经没有区别了，温控等技术我们还根据
当地的情况进行了创新。”王广磊说。

过硬的技术养出了高品质的蝴蝶兰，销路
渐渐打开。“原来我们的产品仅限于山东，现
在全国各个市场都有我们的产品。”王珉芝介
绍说，绿圣兰业的蝴蝶兰远销全国十几个省
市，“以前我从上海进货，现在他们到我这来
进货。”说到这里，王珉芝脸上满是自豪。

“兰师君子风”

兰花自古以来深受人们喜爱，不仅仅是由
于花开动人、花香悠远，更离不开兰花的文化
寓意。兰花是中国的传统名花，据考古发现，
早在5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人们就开始
培养、欣赏兰花，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
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兰文化。

王珉芝喜欢兰花的艳丽，也对兰文化着
迷，有关兰花的典故他能信手拈来。孔子说：
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
德，不为穷困而改节。“孔子在赏兰时不仅称
赞兰花是‘王者香’，还寓志向于兰花之中，
以兰花的习性比喻自己不因贫富而动摇自己志
向的信念。”王珉芝解释道。

在为人处事上，王珉芝深受兰文化的影
响，他常将孔子的另一句话挂在嘴边：“与善
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
化矣。”兰花花香清幽，入室扑面而来，时间久
了却不闻其香，孔子根据兰花花香的这一特点，
提出交朋友要择贤而交。因为王珉芝为人朴实，
做生意讲究诚信，他最开始创业时的很多客户，
一直到现在仍然和他保持着合作关系。

在韩卫国眼中，王珉芝不仅兰花养得好，
还是一个君子式的人物。

王珉芝的蝴蝶兰越养越好，不少人上门请
教。对于自己辛苦摸索出来的蝴蝶兰种植技
术，王珉芝毫无保留，他将公司大棚的大门敞
开，让前来“取经”的花农自由参观。来问的
人越来越多，王珉芝索性办了一个兰花培训
班，有 2 0多人参加。“现在有养得比我好
的。”王珉芝笑着说，现在青州的蝴蝶兰产量
大概有1000万株，王珉芝的公司只占十分之
一，剩下的当中有不少是他带动起来的。

对于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韩卫国仍历
历在目，“我通过兰友介绍去找他玩儿，在一块
儿吃了饭，感觉他是实在人。”韩卫国对王珉芝的
第一印象不错，“所以就玩到一块儿了。”

“我经常到他那儿去玩儿，玩儿够了就
走，他很不愿意，每次都叫我住下。”由于来
往频繁，韩卫国对王珉芝脾气性格摸得很透，
“他没有太多语言，但兰花养得很好，是个实
干家。”对于王珉芝创业的艰辛，韩卫国也感
触颇深，“他从一穷二白到现在很不容易，受
了很多罪。”

王珉芝养兰花远近闻名，他却说自己谈不
上有多厉害，只是实践经验多一点，“养了20
多年了，稍微懂一点。”韩卫国听了呵呵一

笑，“他从来不说自己多好，其实他的名气很
大，在南方也很有名气，大家都认识他。”

兰友之间相互交流，韩卫国在阳台上养了
七八十盆国兰，其中就有王珉芝所赠，“我拿
花他都不收费，一些很贵的花他也说你拿走
吧，养着玩儿，我很不好意思。”

关于王珉芝的为人，韩卫国想了两句话来
概括：“幽兰王者香，兰师君子风。”他找了
当地一位校长把这两句话写成书法，裱好了给
王珉芝送了过去。

还缺一个“巢”

2011年，王珉芝启用黄楼的新基地。新基
地占地80亩，是老基地的好几倍，而且技术设
备有了质的飞跃，大棚内控温控湿、卷网卷
帘、喷肥喷药、水处理等全部实现了自动化。
“以前夜里起来记温度，现在在手机上就能看
到棚里的温度，超过一定温度，风机会自动打
开，把热气排出去。”王珉芝介绍说。

比起这些，更让王珉芝宝贝的是组培室。
紧挨着他的办公室的一间房子就是绿圣兰业的
组培室，王珉芝把参观的第一站放在这里。组
培室面积不大，透过窗户可以看见一排一排的
玻璃瓶码放得整整齐齐，每个瓶子都呵护着一
棵稚嫩的蝴蝶兰幼苗。王珉芝说这些都是瓶
苗。

花卉大棚里，工人们正在把蝴蝶兰苗从小
花盆移到稍大一点的花盆里。王珉芝介绍说，
蝴蝶兰在大棚里的生长过程可以分为小苗、中
苗和大苗三个阶段，“小苗用1 . 5寸的盆，中苗用
2 . 5寸的盆，大苗的是3 . 5寸的盆，每个阶段三四个
月，到了时间就要换盆。”其它地方都实现了自动
化，换盆得人工做，现在是大棚里需要劳动力最
多的环节，“小苗移栽有专门的队伍，移栽的时候
有技巧，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深了浅了都不行，
技术好的工人一天能移栽2000棵。”

不论是小苗、中苗还是大苗，它们的起点
都是一棵小小的瓶苗，“蝴蝶兰的种子不能自
己发芽，没法种到土里，必须放到组培室里组
培，变成瓶苗才能拿出来。”王珉芝道出了组
培室的秘密。

除了育苗，在培育新品种方面，组培室的
作用也至关重要，决定着王珉芝能否在蝴蝶兰
产业的最上游站稳脚根。

王珉芝最看重的组培室，也是最让他发愁
的地方：大棚里的蝴蝶兰越来越多，可组培室
面积太小，组培出的瓶苗数量有限，无法满足
需要，还要从外面进一部分苗；现在兰花种植
技术已经发展到了遗传育种、分子育种的阶
段，周期短效率高，需要专业的科研团队和先
进的技术设备，这些靠个人没法实现，王珉芝
向大专院校“借智”，与中科院兰花所、华南
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可
现在的组培室面积小设备简陋，科研团队无法
进驻。

“现在还缺一个‘巢’。”王珉芝想建设
一个科研中心，可资金成了最大的“拦路
虎”，“建科研中心至少需要七八千万元。”
养蝴蝶兰的成本很高，王珉芝告诉记者，这个
季节每晚给大棚加温的费用高达四千元，到最
冷的时候要上万元；另外，基地每年光电费就
要花三四十万元。绿圣兰业每年的销售收入
1000多万元，还有1000万元的贷款，王珉芝手头
很紧，短时间内拿不出这么一大笔钱。

青州的“金凤”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古稀之年的王珉芝
精神矍铄、身体硬朗，还在为培育蝴蝶兰新品
种而不懈努力。

2011年，封国安到绿圣兰业担任科研经
理，协助王珉芝培育新品种。他向记者介绍了
蝴蝶兰新品种的培育过程：首先选择父母本，
然后杂交，产生果荚后播种，再组织培养，培
养出来的小苗有上万株甚至几万株，考虑到成
本因素，从里面选择至少两千株继续培养，直
到开花，然后再选择符合要求的品种，还要通
过审定，拿到良种证，整个过程非常漫长。

培育出新品种，拿到了良种证，并不意味

着就万事大吉。新品种还要经受市场的考验，
如果没人愿意买，那么几年的辛苦等于白费。
培育新品种不仅是个慢功夫，还要考验眼力劲
儿。

既然培育新品种如此艰辛又充满风险，为
何还要不断尝试？王珉芝说，蝴蝶兰讲究新、
奇、特，用别人的品种就做不到新、奇、特，
必须自己培育，“有自己的东西，才能在市场
上占据一定份额。”

除了让自己的企业更有竞争力，带领青州
花卉产业继续做大做强的责任感也驱使着王珉
芝，“青州花卉全国著名，种苗却是弱项，这
么多养花的，种苗却都用人家的，去买人家的
种苗不仅价格贵，量给得也不多，没有发言
权。青州花卉一定要有自己的东西，必须培育
自己的新品种，自己的品种多了，才能在全国
花卉产业中有发言权，进而走向全世界。”

绿圣兰业花卉大棚的一个角落里，一片蝴
蝶兰绽放出靓丽的金黄色花朵，非常漂亮。在
王珉芝心中，这金黄色的小花有着非凡的意
义——— 它是绿圣兰业培育的第一个蝴蝶兰新品
种。王珉芝给它起名“青州金凤”。

2015年12月28日，“青州金凤”通过审定，
获得了林木良种证。此时，距离王珉芝开始培
育已经过去了六年时间，整个过程他全部参
与。“先远看近看侧看，再组起盆来看，然后
用仪器测量。”封国安说，王珉芝亲自从2000
多个子代中选出了“青州金凤”。

审定的那一天，专家都对“青州金凤”非
常看好，但王珉芝并没有放松紧张的心情。后
来，“青州金凤”上市，因为花色鲜艳，销量
很好，一株比普通蝴蝶兰能多卖两块钱，王珉
芝这才稍稍表露出感情，“大家都愿意要，我
感觉很高兴。”

“新品种培育出来到拿到良种证需要三年
时间，王总选定‘青州金凤’的时候实际上是
在判断三年后的市场需求。”对于王珉芝的眼
光，封国安非常佩服。

截至目前，王珉芝已经培育出了八九个新
品种。在这些新品种中，“青州金凤”的名字
与众不同，没有加“绿圣”二字，王珉芝说：
“‘青州金凤’定名一定要加上青州，因为这
个品种不光是我自己的，也是青州的。”

两代人的传承

王珉芝办公室一墙之隔的地方安放着王广
磊的办公桌。王广磊毕业之后和父亲一起创
业，他笑称自己是“花二代”。王广磊说，在
青州，像他这样的“花二代”还有不少。

王珉芝喜欢兰花，王广磊耳濡目染，也喜
欢兰花。不过，父子两个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
意见一致。“很多事情观点不一样，有时候也
吵。”王广磊说。

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王广磊说他越来越
能理解父亲，而他注视父亲的目光中始终充满
着崇拜，“他独具慧眼，眼光非常长远，可能
能看到十年后的市场，这一点我比不了，我没
他这样的眼光。”

王广磊刚毕业那会儿，对于种植兰花一窍
不通，这些年跟着父亲摸索学习，技术越来越
好。父子二人也讨论接班的问题，但王珉芝还
不放心，“他现在还没评上中级职称，技术还
差点。”对儿子要求严格的王珉芝道出了自己
交班的条件：“技术这块都得精通，学历职称
再提升提升。”

年轻人有年轻人自己的方式。父子二人现
在分工明确：王珉芝担任董事长，专注于新品
种培育；王广磊是总经理，负责技术生产和销
售。以前，王珉芝靠眼光决定选择哪个新品
种，现在，王广磊经常全国各地跑，做市场调
研，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

不远处的花卉大棚里，有一些蝴蝶兰身上
别着小卡片，上面写着一组数字。那是尚未定
名的蝴蝶兰新品种。王广磊说，公司以后每年
都会有新品种，会有很多新品种。

王珉芝认为，青州花卉要在全国花卉产业中有发言权，进而走向全世界，必须培育自己的新品种。2015年，他培育的第
一个蝴蝶兰品种通过审定，他将其命名为“青州金凤”，“这个品种不光是我自己的，也是青州的。”花卉大棚里一些些蝴蝶
兰身上别着小卡片，上面写着一组数字，那是尚未定名的蝴蝶兰新品种……

王珉芝：南兰北种，放飞梦想
□ 本报记者 王建 杨国胜 本报通讯员 郑秀宝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位于青州市
黄楼街道的绿圣
兰 业 新 基 地 。
(企业供图)

绿圣兰业工人
在 花 卉 大 棚 中 工
作。(企业供图)

工人在
移栽蝴蝶兰
小苗。

王珉芝在查看
兰花长势。（本版
图片除企业供图外
均由王建摄影）

王珉芝培育出的第一个新品种青州金凤。

王珉芝向本报记者介绍兰花的特点和生长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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