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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种树人
到养花人

职工故事
线索征集邮箱： ldwbyw@126.com

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本报记者 陈曦/文 陈艺/摄
拔草 、 浇水 ， 除虫……刘

传华虽然带着草帽， 可是顶着
烈日工作了十来分钟 ， 后背就
湿了一片。 刘传华是紫谷伊甸
园的 “资深” 花匠， 很多人都
羡慕他每天都是在美丽的花海
里工作， 跟漂亮的花朵打交道。
可说实话， 能把这些花养的健
康、 漂亮却并不容易。

紫谷伊甸园位于西南五环，
隶属于首农集团卢沟桥农场 。
刘传华1981年7月从当时的北京
市农业学校毕业后， 就在这里
参加了工作直到现在。

别看现在这里四季都是花，
以前， 这里全是果树 。 指着眼
前几百亩的紫色薰衣草 ， 刘传
华介绍起了这里的历史 。 “我
们这里种苹果 、 梨 、 桃等等 ，
那会儿， 我是专门种梨的 ， 我
们这出的砀山酥梨特别有名 ，
在农业部组织的评比活动中还
拿过金奖。 我们的梨， 又脆又
甜， 汁水干了都是黏的。 现在，
虽然也有很多地方种这个品种，
可我吃过都觉得不如我们这里
种出来的好吃。”

刘传华告诉记者 ， 由于这
片土地就在永定河河道上 ， 地
下是沙河地， 天上的降水不容
易下渗， 而地下水位又在不断
降低， 这里逐渐成了缺水严重
的地区， 再加上果树慢慢的老
化， 曾经辉煌的农场 ， 开始走
下坡路了 。 之后 ， 虽然 他 们
“另谋生路”， 伐掉果树， 改种
生菜， 以供应连锁快餐店 ， 但
日子也并没有好转。

2013年 ， 卢沟桥农场响应
集团和丰台区的号召 ， 转型都
市休闲农业和旅游农业 、 经过
一系列的考察， 这片土地有了

新的规划 。 “我们夜以继日 ，
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建起了这
个园子。” 刘传华说。

园 子 有 了 ， 种 什 么 呢 ？
“此前， 北京已经有成功种植观
赏性薰衣草的案例， 于是 ， 我
们引进了四季薰衣草和柳叶马
鞭草两个品种。 这两个品种花
期长 ， 颜色鲜艳 、 花型漂亮 ，
特别适合观赏或者拍摄婚纱照、
写真照。”

种过树、 种过菜的刘传华，
现在开始要养花了。 朋友们听
说了， 都觉得心里没底 ， 可他
却一点都不怕。 “企业要转型，
我们肯定要从头开始 。 外行人
可能觉得， 我以前的工作 ， 跟
种花不搭边， 可实际上它们都
属于园林， 都要遵循一定的自
然规律。 我在农场干了这么多
年， 别说积累了不少工作经验，
这吃苦耐劳的韧劲也锻炼出来
了。”

2013年6月中旬， 紫谷伊甸
园正式对外开放了 。 不 仅 游
客对这里的美景赞不绝口， 就
连熟悉农场的人也对这里的变
化惊叹不已 。 刘传华想 的 却
是 ， 园子里只有紫色的薰衣草，
虽然奠定了浪漫的基调 ， 可是
单调的色彩难免会让游 客 缺
乏新鲜感。 于是， 他又不断试
种 ， 先后引进了观赏性 油 菜
花 、 二月兰、 牡丹、 冰岛虞美
人等。

今年55岁的刘传华 ， 每天
在园子干的依然热火朝天 。 最
近， 园里招来了一位刚刚毕业
的大学生， 刘传华高兴地带他
熟悉园子里的情况， 手把手教
他怎么育苗、 怎么播种 、 怎么
防治虫害……

田间课堂， 刘传华正给新来的大学生讲解薰衣草的养护知识。

刘传华正在检查浇水设备。

刘传华正在和工人一起搬运消暑饮品。

除 了 薰 衣
草、 大丽花、 百
合花等长于陆地
上的花卉， 长在
水里的荷花、 睡
莲也是刘传华的
开发的项目。

在 外 人 看
来 ， 刘传华的
工作环境优雅、
浪漫 ， 可其中
的辛苦只有这
个行业的人才
知道。

跟着企业转型的职工刘传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