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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牡丹晚报全媒体记
者 姜培军） 人间四月，牡丹
吐芳。这是赏花的时节，也是育
种的时节，连日来，曹州百花园
牡丹专家孙文海带领工作人员
开展定向杂交育种，助推牡丹产
业发展。

“我们取下一种牡丹的花粉，
然后与另一种牡丹结合，进行定
向杂交育种。”4月10日，孙文海
带领几名工作人员，在该园新品
种培育区进行定向杂交育种。育
种时，他们通常选择尚未开放的
牡丹，剥掉花瓣，露出花蕊，取出
花粉，然后装入一个纸袋中，再与

选定的牡丹进行杂交。在此过程
中，孙文海不时地做好记录。“我
们选定的两种牡丹，一种作为父
本、一种作为母本，然后进行杂
交。”孙文海说。“通过定向杂交育
种，我们选育出花大色艳花期长
的品种，然后扩繁、推广，提高牡
丹的观赏性。”孙文海说，“培育一
个牡丹新品种一般需要10年以
上的时间。”据其介绍，从授粉、结
籽到播种、育苗，培育的牡丹新品
种六七年才能初开花，付出的艰
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2017年，
中国花卉协会牡丹芍药分会为了
表彰孙文海为中国牡丹发展作出

的突出贡献，以“文海”命名了一
个他培育的牡丹新品种。目前，
曹州百花园内“文海”牡丹花开正
艳。

据了解，新中国成立后，在明
清私家牡丹园林的基础上，菏泽
洪庙村（百花社区）收集了多个本
地牡丹名品，建立了曹州百花
园。随后，在孙景玉、孙文海等一
代代技术人员的辛勤培育下，该
园为中国牡丹家族贡献了400多
个新品种。多年来，这些牡丹在
全国各种花卉赛事中摘金夺银，
尤其在1999年的昆明世界园艺
博览会上大放异彩，引起轰动。

本报讯（牡丹晚报全媒体
记者 陈淑娅） 4 月 8 日，
2025世界牡丹大会和第34届
菏泽国际牡丹文化旅游节在

“中国牡丹之都”山东菏泽开
幕，助菏泽牡丹“香飘世界”，
邀海内外宾朋共赴国色天香
之约。根据组委会安排，团市
委组织菏泽学院 150名青年
志愿者为节会提供礼仪接待、
会务服务、宣传讲解、跟车引

领等志愿服务，充分展示了菏
泽志愿者的青春风采和责任
担当，得到来菏领导和嘉宾的
一致好评。

为了提高志愿服务水平，
保障牡丹节会各项活动顺利
进行，菏泽团市委坚持优中选
优，联合菏泽学院选拔出服务
水平高、纪律观念强、形象气
质佳的 150 名青年志愿者。
会前邀请专业礼仪讲师为志

愿者开展菏泽市情等通用知
识培训和礼仪接待、应急处理
等专业技能培训。

从4月6日开始，团市委
组织志愿者到会场进行实地
彩排，志愿者们提前熟悉会议
日程、会场分布，练习表情和
站姿，为做好志愿服务做了充
分的准备。

活动当天，青年志愿者们
热情礼貌、细心周到，为来菏
宾客提供礼仪接待、宣传讲
解、咨询指引等志愿服务，几
乎在现场的每个角落，都能看
到他们的身影。

2025 菏泽牡丹节会期
间，各级团组织将设置志愿服
务点，组织志愿者发放文明旅
游宣传资料，宣传普及文明旅
游知识，传播文明旅游理念，
在游客聚集场所帮助疏导秩
序，劝阻不文明行为，以实际
行动向牡丹节会交上一份满
意的“青春答卷”。

本报讯（牡丹晚报全媒
体记者 韩奎桢） 牡丹为
媒，春曲为韵。4 月 10 日上
午，第七届牡丹春曲节盛大
开幕。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会主席、泸州老窖酿
酒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
理杨平，花冠酒业董事长刘
念波、总经理何华伟、副总经
理兼总工程师姚元滋与花冠
尝评委员会代表、经销商代
表与及媒体代表共同出席开
幕式。

牡丹，是菏泽的骄傲，更
是花冠的灵魂，1981年他们
注册“花冠”商标，就取自“牡
丹乃花中之王”的寓意。自
此，牡丹的国色天香、雍容华
贵，便深深地融入花冠的品
牌血脉。至此花冠人以牡丹
为灵感，独创天香窖泥与牡
丹春曲工艺，开创鲁雅香型
白酒，让每一滴花冠美酒都
饱含牡丹的芬芳与匠心温
度。可以说，花冠与牡丹文
化的深度融合与共生，已不
仅是花冠的品牌图腾，更是
花冠人工艺创新、文化传承

与未来发展的核心基因。今
年举办的第七届牡丹春曲
节，也是花冠独有的文化盛
事，更是菏泽的一张靓丽名
片。6 年来，花冠人以酒为
媒，以节会友，让更多人领略
牡丹文化的魅力，感受花冠
美酒的醇厚。

泸州老窖酿酒公司总经
理杨平在致辞时说道：花冠
酒业第七届牡丹春曲节盛大
开幕，不仅是美酒与鲜花的
视觉、味觉盛宴，更是中国白
酒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生动实
践，真实地构建了从原料创
新到品质体系、从文化IP到
国际影响力的全链条生态。
未来，泸州老窖将与花冠酒
业持续深化合作，秉持对“正
宗浓香”的坚定追求，共享泸
州老窖的核心技艺与创新经
验，共同开展科技攻关，加速
科研成果转化，培养优秀人
才。通过全方位的协作，助
力花冠酒业传承与振兴“正
宗浓香”技艺，让“正宗浓香”
在齐鲁大地乃至全国市场大
放异彩。

本报讯（牡丹晚报全媒体
记者 郭卫东） 4月9日，牡
丹区高庄镇以“梨花绘春·和
美高庄”为主题的第七届梨花
文化节在大石庄村开幕，通过
赏花踏青、助农直播、文艺演
出、非遗体验、汉服妆造等多
元化形式，向游客展示了一场
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的春日
盛会。

活动现场，舞龙、舞狮、舞
蹈、戏曲等精彩节目轮番上
演，梨花诗词飞花令互动环节
更是考验参与者的诗词功
底。汉服爱好者化身“梨花仙
子”手持团扇、花篮，漫步梨
园，为游客送上梨花主题纪念
品。

在“梨花直播间”，本地
网红主播推荐介绍高庄梨

膏、花样面食、富硒面粉等
特色农产品。非遗市集上，
大山红木、刻铜等传统手工
艺术品精妙绝伦，梨花酥、
梨汁饮品等农家美食香气
四溢，吸引着游客驻足欣
赏。

高庄镇是省级环境优美
乡镇和省级旅游强镇，“春赏
花、秋摘果”已成为当地响当
当的农文旅品牌。目前，大石
庄村已发展优质秋月梨面积
近1000亩，年产值在500万元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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