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
花
人
池
坚
为
“
花
开
中
国
梦
”
全
力
以
赴
—
——

People 3２０19年 12月 27日

责辑 周斌 美编 江奕

劳
动
报
记
者

郭
翼
飞

摄
影

朱
擎

时值严冬，绝大多数花卉都已进入“休眠”状

态。但身为育花人，上海种业集团总经理池坚却并

不能闲下来。2021年，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将在

崇明与广大爱花人见面。届时，核心区域将模拟牡

丹花的结构及其盛开时的形态，形成“牡丹花开”

景观， 而池坚需要实现的， 是让近五百个品种的

2200多万盆花， 在这场盛会中同步绽放———这在

技术上是一大难题， 也是池坚退休前最大的一桩

心事。

池坚已经和花卉打了35年交道。 几十年来耕

耘在田间花圃，他对各种花的习性了如指掌。他常

常爱说，人的脾气性格会变，每种花的习性却总是

一样的，种花的人就是要顺着每种花的脾气，让它

在最好的时候开出最美的花。

远赴云南建花卉基地

1985 年， 池坚从南京林业大学硕士研
究生毕业后， 在上海市林业站任花卉技术
员， 从事花卉种质资源开发与育种工作。 那
时， “棉粮油” 等农产品已经过剩， 上海正
在大力推动 “农转副”。 虽然池坚此前并不
懂种花， 但这个新鲜事物很快就引起了他的
兴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观赏性的鲜花品种
还很少， 普通人家里能用鲜切花装点已是奢
侈， 用池坚的话说： “能有花看已经很好
了， 品种上能供选择的实在不多， 就连现在
我们到处都能见到的绿萝在当时都很新鲜。”
为了培育新品种， 满足老百姓对花卉的需
求， 池坚的脚步从上海走到浙江山区， 又远
赴云南、 宁夏等地， 建设花卉生产基地。

现在， 云南的鲜花一年四季都能源源不
断地输送到全国各地， 装点着千万家庭的生
活。 但在池坚刚到云南的时候， 当地的农民
还从事着最传统的农耕， 对种花一无所知。

池坚回忆道： “我们刚刚过去的时候，
跟农户商量把种菜改成种花， 大家都还是将
信将疑的。 到了第二年， 我们一过去就被农
户围着主动要种花了。 要知道， 一亩地在当
时用来种菜， 一年收入是两千元， 但用来种
花能达到一万元的收入。” 这些年来， 池坚
在科研工作上投入了大量精力， 同时他也始
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另一个身份———花卉推广

研究员。 在他看来， “技能的核心是创新和
创造， 技能的价值是推广和利用。 我愿意把
我的技能和研究成果推广， 让更多的花农了
解和掌握， 尽快让我们的农民富起来。” 直
到现在， 在池坚的通讯录里， 还有着分散在

全国各地的近千名农户。 倘若向云南、 宁夏
等地的花农提及池坚这个名字， 他们多半不
会忘记这位老朋友。

随着花农的积极性提高， 花卉生产基地
的不断拓展， 鲜花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寻常百
姓家。 此后， 池坚也开始着手培育更多的花
卉品种。 他长期从事着康乃馨、 百合等花卉
资源收集及种质创新工作。 2010 年， 他通

过体细胞融合育种手段培育出的地被康乃馨

新品种 ‘元红’ 应用于上海世博会的景观美
化。 纯正的亮红色、 整齐的花期和株高、 优
良的品质和景观效果， 让 “元红” 成为世
博会上的靓丽风景。 同时， 池坚还通过远缘
杂交方法， 利用转基因及胚拯救技术， 培育
出的百合新品种 “品阅” 和 “品乐” 也广受
欢迎。 除了这些成绩之外， 让池坚在业界扬
名的， 还有他另一项 “独门秘籍”。

攻克难题让 “好花常开”
这天寒风乍起， 在位于松江区九亭镇的

上海种业集团的库房里， 池坚从成筐的郁金
香种球里随手拿起一个， 用小刀从中间剖
开。 尚未萌发的种球从最外的白色， 到中间
的黄色嫩芽层层过渡， 在最中心的位置， 有
一个肉眼难以辨别的白色生长点。 就是通过
对这个生长点的观察、 判断， 池坚得以精准
地控制其花开时间， 这便是他多年致力研究
的技术： 目标花期控制。

“这批种球转移出去后， 14天就会开花，
前后误差不会超过两天。” 接着， 池坚又带
记者进入冷库， 这里的郁金香中秋已经在这
里2-8℃的条件下生根。 池坚只是随手拿出
一颗种球， 看了下底部的生根状态， 便给出
了精确的判断。

所谓目标花期控制， 说得通俗一点就是
“让好的花在合适的时候开放”。 这也是池坚
在从业生涯中， 持续研究的一项技术。 百合
是池坚最喜欢的一种花， 原因在于 “百合寓
意好、 花型大气而且香味浓郁”。 事实上，
百合也一直是众多中国家庭所喜爱的 “经典
品种”。 然而， 正如俗语所说的 “好花不常
开”， 百合的正常开花时间在春季， 逢年过
节时百合的市场需求旺盛， 却因为花期问题
供应不上。 池坚告诉记者： “长期以来， 由
于花卉生产存在季节性， 不能实现周年供

应， 对市场及产品品质的稳定都有着较大的
影响。”

早年间， 在池坚还是一名技术员的时
候， 他的师傅便常常感叹： “要是有个办
法， 能让好的花开在合适的时候就好了。 这
样老百姓们一年四季有花看， 花农也能赚个
好价钱。” 于是， 池坚朝着这个目标开始努
力。

“能不能通过精确控制外部环境的变化，
模拟季节的更替， 从而控制花的生长进度？”
顺着这一思路， 池坚一方面通过不断摸索现
有生产技术的潜力， 利用辅助设施、 控制温
度、 控制光照变化； 另一方面通过研究新的
栽培技术， 迭代试验于产品的生产， 最终取
得突破， 实现了百合、 菊花等花卉主流产品
周年生产供应。

2017年9月， 在宁夏举办的第九届中国
花卉博览会， 是首次在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
区举办的大型花卉盛会， 上海种业集团代表
上海承建了这次博览会室外展园的建设任

务。 让上百种花卉在指定的同一时间段同时
盛开， 池坚所接下的这个任务可谓 “烫手”。
为此， 他频繁奔波于上海和银川两地， 通过
仔细研究各花卉品种生长特性、 花芽分化条

件、 开花生长时间等生
理指标， 采用冷库抑制
生长或加温、 加光等手
段， 昼夜观察各品种花
芽分化状况、 细化调节
不同阶段的温度控制，
并抓住了关键技术点，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完成了产品的筛选并实

现了目标花期精准控

制。
“只有上海的花全

部同时绽放， 开得整整
齐齐！” 这句评价看似

简单， 但熟悉花卉门道
的人都深知其中的技术

分量。 最终， 上海展园
成为当年的 “大热门”，

赢得了普通花卉爱好者和专业人士的交口称

赞， 还获得了展会特等奖。 正是这次任务的
圆满完成， 也让池坚对一年半后的第十届花
博会心里有了把握。

为 “花开中国梦” 全力以赴
走进池坚的办公室， 2021年第十届中国

花卉博览会的园区总体规划图铺满了一整面

墙。 这幅规划图他已经不知道细看了多少
遍， 每个展区的形状、 位置， 计划种植的植
被和花卉的品种、 颜色， 乃至将会呈现的实
景效果已经都 “印” 在脑子里了。

“你看， 最重要的就是这朵牡丹花。” 池
坚指着中心的一处位置对记者说。 在第十届
花博会的规划方案中， 核心区域模拟牡丹花
的结构及其盛开时的形态， 形成 “牡丹花
开” 景观， 构成集花海、 花谷、 花丘、 花坡
为一体的花卉游赏空间， 这也正呼应了这届
花博会 “花开中国梦” 的主题。 加之第十届
中国花卉博览会举办期间， 又正逢建党100
周年， 为了呈现大气、 喜庆、 热闹的景象，
池坚选择了月季、 绣球、 芍药等花型大、 色
彩鲜艳的花卉作为主花， 除此之外还有从国
外引进的荷兰大花葱、 银边玉蝉花等新奇品
种。

400多个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花卉
品种， 习性不同， 花期不一， 能否保证它们
在同一地点同期盛放， 考验着池坚35年来的
经验积累和目标花期控制技术的精准程度。
池坚告诉记者： 将早春开花的牡丹、 月季等
花期后移两三个月， 尚不算难事。 但要让开
在深秋的菊花也在初夏时节亮相花博会， 恐
怕是让许多人闻所未闻的。

一边介绍着， 池坚推开了一扇写着 “国
家林业局新品种DUS测试区” 字样的木门。
走进其中一个大棚， 扑面而来的是满眼的花
团锦簇和菊花特有的清香。 记者凑近观察，
发现这些菊花的形态、 颜色与市面上常见的
菊花有着极大的差别， 一些品种的花朵更为
精致灵巧， 花头繁茂、 花色也更为新颖。 而
培育这些新品种 ， 也是池坚的一个心愿 ：
“菊花是中国的名花， 代表着高雅、 坚贞的
高贵品格， 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精神上的象
征意义， 所以我希望在第十届花博会上， 世
界各地的游客都能观赏到我们中国的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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