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览馆以追溯历史、立足产业、展
望未来为脉络，构建了四大主题展厅：
序厅开启花卉艺术之旅、历史厅讲述
斗南从田间地头到亚洲花都的蜕变历
程、产业厅全景呈现花卉全产业链价
值、未来厅描绘科技赋能下绿色产业
的宏伟蓝图。

历史厅里，一张 1983年的老照片
定格了产业的起点：呈贡良种场3亩试
验田里，化忠义正躬身查看从广州引进
的剑兰种球。这位把鲜花种进责任田的

斗南探路者未曾想到，当年菜地里的谨
慎试种，竟在40余年风雨后，孕育出单
日供货量突破700万枝的产业奇迹。

斗南鲜花的每一次破土抽芽，都深
深镌刻着中国花卉产业发展的年轮：
1984年，云南省花卉协会成立，产业迈
入有组织发展的新轨道；2001年，农业
部将斗南花卉市场确定为全国定点花
卉市场；2002年 12月 20日，昆明国际
花卉拍卖交易中心投入使用；2021年，
斗南花卉产业园区花卉交易量达

102.57亿枝，花卉交易额约112.44亿元
人民币，双双突破“百亿”……

从一株剑兰到一条花街，从传统对
手交易到拍卖交易再到线上交易，从鲜
切花种植主产区到花卉育种、研发、交
易、物流核心区，历经40多年发展的斗
南，已构建起覆盖 117类 1600余个品
种、辐射全球 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花
卉流通网络。2024年交易量突破141.76
亿枝、交易额达115.74亿元，连续26年
稳居全国第一，占据全国鲜切花70%以

上市场份额，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
的花卉交易中心，呈贡斗南正从花卉

“交易中心”向“全球枢纽中心”跨越，
“云花”传奇正在不断绘就崭新篇章。

一个个数字印证着“美丽经济”的
澎湃动力——云南省鲜切花年产量已
达 206亿枝，斗南片区更以占据全国
70%鲜切花交易份额的绝对优势，成为
中国花卉流通的主动脉。一条从阡陌花
田到“亚洲花都”的蜕变轨迹，在展陈的
光影长廊中清晰延展。

“亚洲花都”绽放新地标

全国首个综合型花卉产业展览馆在斗南亮相
本报记者张雁群 通讯员李琼美吴鑫 文/图

从3亩试验田到全国花卉定价中心，云南昆明斗南用40余年书

写了融合种植、交易、文旅的鲜花产业传奇。

2025年3月19日至20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提出，云

南花卉产业前景广阔，要着眼全产业链，从种业端、种植端、市场端不

断深耕细作，让这一“美丽产业”成为造福群众的“幸福产业”。

7月25日，承载着殷切嘱托的中国斗南花卉展览馆试运营。这

座精心打造的全国首个综合型花卉产业展览馆，以1365平方米的

叙事空间，浓缩了“亚洲花都”从田间地头到世界花卉贸易链核心的

壮丽征程。

这座凝聚省、市、区发展思路的展馆，将作为云南花卉产业的高

品质展示窗口与沉浸式体验地，向全球展示“亚洲花都”的澎湃动能

与云花魅力。

当赏花
成为浪漫生

活的开始，坐
高铁到呈贡赏

锦绣繁花，乘鲜
花专列到斗南花市

看花潮人海，成为到
滇游客的首选。据统
计，2024年，斗南花卉
产业园区游客 762.34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80%；旅游总花费 2.74
亿元，同比增长 17%。
今年暑期，斗南接待游

客超163.57万人次，日均游客8万人次。
为推动花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让

“花式宠客”转化为“花式流量”，以金
桂街为轴线将斗南花卉市场与中国
斗南花卉展览馆、未来公园、彩云公
园、滇池绿道、江尾美丽乡村、斗南湿
地公园等串点成线的精品旅游路线，
斗南片区正打造成以花为主题，集

“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高品质旅
游目的地。

步入斗南花卉小镇，金桂街东侧新
落成的“花艺”口袋公园内，花瓣造型的
步道蜿蜒伸展。这片曾经闲置的地块，
如今成为诠释斗南发展提质增效的鲜

活样本。
产业升级的齿轮在全域精细转动。

空间再造高效能，盘活收回兴冶国际售
楼部改建展览馆，同步建成 130个车位
的生态停车场；秩序重塑新气象，完成车
花交易市场迁移，科学划设网约车电子
围栏；数字赋能强根基，实现交易票据全
程可追溯。截至目前，“滇品慧”电子开票
平台注册花卉企业22家、农户1850户，
采集种植白名单数据 4万余条，完成开
票金额约 115万元；企业培育聚动能，
2025年上半年成功引进贝森特等8家花
卉领军企业，产业集群效应日益凸显。

展览馆未来厅的穹顶巨幕上，世界

地图被象征鲜花贸易的密集航线编织
成璀璨光网。这座“会说话的展馆”正以
花为媒，向世界讲述一个农业产区如何
通过科技创新与模式创新，成长为全国
产业标杆的故事。

从 3亩试验田到牵动全球花卉价
格脉搏的中心，斗南用 40年时光完成
从农业种植到全产业链发展的跃升。
展馆露台上新培育的“中国红”玫瑰傲
然绽放，这条融合种植、交易、数据、
文旅的鲜花全产业链，正带着让“美丽
产业”持续造福人民的厚重期许，向世
界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永不凋零的东方
春意。

四十载芳华：从责任田到世界花链

四级政策赋能：构筑亚洲花都版图

展厅里“一朵花的奇幻旅程”沉浸
空间，全景演绎花卉从育种、种植、交易
到流通的智慧产业链，让参观者在科技
与艺术的交融中，沉浸式感受斗南花卉
澎湃的产业活力与创新基因。

回顾斗南花卉产业的发展历程，一
份份扶持文件揭开产业崛起的制度密
码。2022年，国家林草局与农业农村部
联合印发《关于推进花卉业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明确

提出，2035年实现全产业链年销售额
7000亿元的宏伟目标，十二项核心任
务为产业构筑了坚实的“四梁八柱”。

云南实践层层推进，将国家蓝图转
化为地方沃土：省级“十四五”规划锚定
了 190万亩种植面积、240亿枝鲜切花
产量的硬指标；昆明市三年行动方案鲜
明提出打造“亚洲鲜切花产业基地”。

精准聚焦建设“世界第一花卉交易
中心”目标，2024年3月，呈贡区推动花
卉产业高质量发展“十条”新政出炉，重
点扶持以科研、交易、进出口贸易为定

位的涉花企业。“我们希望通过试行的
政策，让斗南花卉产业营商环境更加优
越，产业结构日趋合理。”斗南花卉产业
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郭照川表示。

展厅电子沙盘上，象征着交易枢纽
的光点如群星密集闪烁——2025年 3
月，昆明国际数据交易所正式上线斗南
花卉数据资产，标志着全国首个花卉交
易数据要素实现市场化流通。国家目标
与地方智慧在此深度交汇，共同浇灌出

“东方育种天堂”与“幸福民生产业”的
并蒂之花。

美丽经济升级：花田蝶变文旅新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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