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0

农业科技管理: 2023年5卷4期
ISSN: 2661-3778(Print); 2661-3786(Online)

一、蓝莲花简介 1

1. 蓝莲花外观形状

蓝莲花是睡莲中的一种，属于多年生草本水生植物

种类之一。蓝莲花一般形态特征是根状茎呈不规则球形。

直径 13~40 厘米，叶片深裂至叶柄着生处，近全缘或分

裂处有少数齿状。叶片正面绿色，根茎 15 厘米。花瓣星

状，顶端蓝色较深，基部渐淡，雄蕊金黄。萼片狭窄，

呈线形或长圆状披针形。蓝莲花的品种不同，其形态特

征也有所差别。植物性质基本相同，都有着不规则球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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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状茎，莲叶圆形或椭圆形，叶基深裂，可至叶柄着

生处，叶柄光滑无毛，莲叶正面绿色，背面有紫色斑

点，两面均光滑无毛，直径可达 13~40 厘米。蓝莲花花

径 15~20 厘米，花瓣 16~20 枚，花梗、叶梗淡红棕色。雄

蕊 80~100 枚，结实能力不强。印度蓝睡莲，又称延药睡

莲。花径 15~18 厘米，花瓣 15~18 瓣，顶端较尖锐，深蓝

色，中下部淡蓝色，萼片背面有墨紫色斑点。花梗、叶

梗绿色。雄蕊 70~100 枚，花丝扁平，端部淡蓝色，结花

能力极强。

2. 蓝莲花生长环境

蓝莲花适应于高温和潮湿的自然环境，对于阳光十

探究蓝莲花的种植对于乡村振兴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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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钟情和喜爱，喜欢光照强烈而且日照充足的自然条

件区。它对于水质的要求也比较高，最好是水质清澈且

污染较少。蓝莲花除了在我国有分布以外，在埃及，北

非，墨西哥等地区同样有一定规模的分布，蓝莲花也给

这些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生机与活力。

3. 蓝莲花的功效与作用

（1）抑制癌细胞：曾经有医学家就在蓝莲花花瓣中

提取了超级丰富的花青素苷，这种物质可以起到抑制癌

细胞的功效与作用，在防癌抗癌上面，蓝莲花茶的效果

是出众的，和其他花茶有一点不同的是，蓝莲花茶属于

较为温和的类型，适合大部分人饮用，只要不过量饮用

就不会出现问题。

（2）静心去热气：蓝莲花中所含有的大量莲花素以

及莲花碱，睡莲花蜜等营养物质，可以起到很好的静心

驱烦闷的功效作用。当睡眠质量差，精神力不足，排便

不顺畅的时候，蓝莲花便能很好的发挥它的作用。它可

以快速消除人体内的湿气和热气，使人保持愉悦心情，

更好地提高记忆力、注意力和集中力。

（3）调节内分泌：蓝莲花属于营养物质较多的草本

植物类，其包括人体所需的几种氨基酸、六种维生素以

及铁、硒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可以被人体很好的吸收，

调节人体内部的机能，在人体内发挥调节内分泌的作用，

促进人体内部各项机能的正常运转。

4. 蓝莲花产品

市场上的蓝莲花产品主要有蓝莲花鲜花、干花、

蓝莲花纯露、蓝莲花护肤品和蓝莲花睡莲杆，产品种

类丰富。

二、文山州麻栗坡发展蓝莲花产业的条件

1. 麻栗坡县气候土地优势

麻栗坡县有着丰富的水资源、土地资源，气候差

异化明显。年平均气温为 17.6℃，一月（最冷月）平均

气温 10.1℃，七月（最热月）平均气温 23℃。无霜期

330 天，降水量 1068 毫米，蒸发量 1300 毫米，日照时数

1517.3 小时，相对湿度 84%。南令村地质气候与该县大

致相同，地理位置良好，利于蓝莲花的种植。当地光照

条件充足，降水充沛，麻栗坡县是传统的农耕地区，多

数耕地仍保留着梯田的形态，具有丰富的蓝莲花种植水

域，种植蓝莲花可以省去多余的土地整改，这不仅符合

蓝莲花的种植条件，还能降低种植成本和种植难度。

2. 麻栗坡县交通优势

麻栗坡县公路总里程 3370 公里，全县县乡公路全部

为硬化路面，11 个乡镇全部通班车；102 个村（居）委

会全部通等级公路，98 个村（居）委会通班车；1908

个自然村全部通公路。该村位于通往乡镇主干线（二级

路），交通条件优越，为蓝莲花运输提供较了好的条件。

3. 充足的劳动力

南令村当地有着深厚的农耕文化，当地人民勤劳朴

实、吃苦耐劳，对蓝莲花种植认可度高，能为种植蓝莲

花提供有力的支持。截至 2022 年，麻栗坡县总人口 28.06

万人。南令村现有农户 314 户，共乡村人口 1409 人，其

中男性 741 人，女性 668 人。其中农业人口 1244 人，劳

动力 789 人。

三、蓝莲花种植的可行性分析

1. 蓝莲花的市场现状

蓝莲花的市场前景好，市场占有率低，有很大的发

展空间。它不仅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还有极高的实用

价值和食用价值。它的外观、寓意和作用，正好满足人

们物质与精神的追求。伴随悦己经济的发展，让鲜花的

发展越来越受到关注，云南是亚洲地区鲜花的最大生产

和销售地，还具备全世界第二大的鲜花交易市场 -- 斗南

花卉交易场所。

2. 政策支持，需求增加

（1）目前，我国花卉产业发展情况十分突出，开展

的花卉行业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根据相关统计数据，

我国的花卉种植面积目前已经达到 3500 百万亩，全年产

量大约是 6000 万吨，经济价值超过 5000 亿元人民币，被

社会公认为最重要的农产品之一。花卉产业发展路径对

国家及社会经济增长有积极的带动作用，我国花卉产业

处于蓬勃发展状态，在全球花卉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2）我国政府也推出了许多政策支持，厘清和调整

花卉产业发展政策，降低市场运营难度，解决营商、种

植、销售等花卉行业的实际问题。蓝莲花产业的发展，

可以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增加当地政府的税收收入，

提高当地财政收入，为当地公共事业和社会福利提供更

多的资金支持，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通过

对旅游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动城市化进程，

推动当地基础建设的发展，提高该地的综合竞争力。

蓝莲花的市场前景好，市场占有率低，有很大的发

展空间。它不仅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还有极高的实用

价值和食用价值。它的外观、寓意和作用，正好满足人

们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需求。

3. 销售方式的转变

现阶段我国的鲜花销售体系越来越完善，鲜花的需

求量在不断增加，数字花卉成为中国花卉零售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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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花店、鲜花电商与花卉产业链融合程度不断加深。

线上购物越加全面，对花卉的销售影响更加深入，线上

购花节约时间，降低人力成本，同时也方便商家收集信

息，提升服务水平。线上线下结合的销售模式有极强的

竞争优势。

4. 技术，品牌，审美的提高

针对花卉产业，中国大力提高开发利用技术，不断

完善和改造生产技术和设备，提高现代化生产水平。从

生产到市场营销，近几年来该行业先后发展出一批品牌、

技术、经营体系和市场分析理念纵深完善，有效地调整

和改变了国内花卉产业的增长模式。花卉行业的发展取

决于农业的发展，将农业创新纳入花卉发展中，使农业

技术和花卉发展有机结合。开发生产各种花卉品种和新

式花卉，充分利用花卉的外观、气味、形态和刺激性特

征，不断增加花卉的美观性和艺术性，使花卉走向商业

化经营，贴近市场需求，构建市场框架，以满足社会、

客户和消费者的对于产品不断改变的需求。

5. 产业的分布和销售

目前，我国花卉行业整体市场集中度较低，行业整

体可分为三个梯队。其中，以森禾、虹越花卉等为代表

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企业位于行业第一梯队，年

产值突破亿元；以花加、花点时间等为代表的品牌形象

良好的花卉电商企业位于行业第二梯队；以东方园林、

岭南股份为代表的产值较小的园林企业及其他花卉企业

位于行业第三梯队。全国花卉市场有将近 1200 多个，昆

明、广州、北京、上海、福州、成都等主要花卉消费城

市，均建立了大型的花卉批发市场，地方性的花卉市场

也不断出现。各大、中城市和县镇的花店大量涌现，国

内花店发展到 14000 多个。

四、蓝莲花在麻栗坡县种植的措施

在麻栗坡县种植蓝莲花可以先通过政府帮扶从外边

引进愿意承包种植蓝莲花的公司，让该产业项目在麻栗

坡县顺利落地，并进行相应的政策支持，以及与外界的

市场的对接。

麻栗坡县是传统的水稻农业种植地，有较大规模的

水田，在种植过程中为了取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可以采

取集约化规模化的生产，对麻栗坡县全县闲置的水田进

行土地承包种植蓝莲花，提高蓝莲花的种植规模效益。

对于被承包的土地政府可以和承包项目的公司形成合理

加大租金补贴，让农村的闲置土地发挥利用价值。

进行环境的改造，对全县所有的种植蓝莲花的种植

片区进行土地改造，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修建及疏

通沟渠，修建蓄水池，使种植蓝莲花更加方便顺利，提

高蓝莲花的种植生产效率。

通过加强与外界蓝莲花种植基地的交流与协作，引

进一批品质较优的蓝莲花品种进行种植，提高蓝莲花的

鲜花品质。引进外部先进的蓝莲花种植和生产技术，以

及先进的农业生产机械，提高对蓝莲花的管理水平。以

此来更好的把握在蓝莲花生长过程中的风险把控，让蓝

莲花种植项目在麻栗坡县的发展更加稳固。

五、蓝莲花种植对麻栗坡县乡村振兴发挥的作用

1. 为麻栗坡县增加特色产业支柱，提高当地的经济

发展。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总的来看，蓝莲花种

植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发展态势比较良好。蓝莲

花种植可以为麻栗坡增加农业种植类型，提高麻栗坡县

的乡村产业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一定程度上缓解麻栗

坡县农业种植门类不全、规模较小、链条较短、布局较

散的的问题，提高麻栗坡县农业的内生动力和自我发展

能力。巩固脱贫攻坚所取得的成果。

2. 有利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提升农村土地使

用效率，缓解用地紧张，鼓励农民将承包的土地向专

业大户、合作农场、和农业园区流转，发展农业规模

经营。有利于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多模式的农业经

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障农民的权益，增加农

民的收入，提升农民的幸福感。且促进土地资源在经营

者之间合理流动，加快了农村土地规模集约化的进程，

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也促进了农村结构的调整，加快

农业产业化进程。更加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

吸纳各种社会资金投入农业生产开发的利用，切实增加

农民收入。

3. 为当地提供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压力。麻栗坡县

的总人口较多，青壮年劳动力人口所占的比例高，根据

分析蓝莲花的种植规模较大且所需的劳动力较多，能为

麻栗坡县提供了比较多的就业岗位，为当地无业失业人

员提供就业岗位，提高就业人员经济收入，增加当地群

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足感。促进社会稳定发展，进

一步改善麻栗坡县民生，实现共同富裕。

4. 促进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乡村生态文明。蓝

莲花的种植需要进行一定的设施建设，蓝莲花的设施建

设围绕着农村的物流、水利工程、公路、新一代网络建

设等多个领域展开，改善农村生活现状和整体人居环境，

促进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健全生态文明体

制，可以更好的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态环境需要，提高人

民的生活质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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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麻栗坡县开辟出一条顺应

时代的发展潮流、适合我国发展实际的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光明道路。

5. 完善麻栗坡县的农业产业种植体系，提高农业生

产水平，促进农业生产现代化。蓝莲花种植一定程度上

调整了麻栗坡县的农业种植体系，同时给麻栗坡县的农

业种植带来一些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种植管理水

平，提高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转变农业种植理

念，提高麻栗坡县农业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扩展农业发

展空间，使农业发展潜力都得到释放，进一步发挥农业

内生动力和生产积极性，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增强农业

现代化科技水平。

六、结论与讨论

依据上述蓝莲花产业的简述、及麻栗坡县种植地自

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综合分析和种植蓝莲花的可行性和

带来的效益，在乡村振兴中能依托当地的有利资源，充

分发挥助农兴农富农的优势，促进当地传统农业向现代

化农业过渡，提高当地农民的收入，促进当地产业的融

合发展和种植产业模式的转型升级。因此，蓝莲花种植

对乡村振兴具有可行性，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一条

新的可行性方向，为麻栗坡县建设更加美丽幸福的社会

主义新农村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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