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中轩
北京市花木公司培育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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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家对国庆期间天安门广场
“祝福祖国” 花坛记忆犹新： 高15米、
直径50米的中心花坛吸引了不少游客
前来争相拍照。

除了漂亮之外， 天安门广场中心
花坛也是年年不同、 玄机多多， 你看
懂了吗？

经过七昼夜的紧张施工， 天安门
中心花坛如期与大家见面。 而这背后
凝结着花卉生产、 灯光照明、 设计、
自育新品种、 施工、 工程管理等多个
岗位数百职工的辛勤劳动。 近日， 记
者走访了这群在幕后默默奉献的一线
职工， 让我们来倾听他们曾经挥洒汗
水的故事。

03

劳
动
者
周
末

专
题

2016年
10月29日
星期六

责
任
编
辑

杨
琳
琳

版
式
设
计

王
巍

版
式
校
对

吉
言

□本报记者 陈曦 文/摄

1825个日日夜夜
选出菊花精英

□本报记者 杨琳琳 文/摄

陈菊
北京市花木公司技术质量部部长

每年国庆， 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的花
卉景观布置都是京城的一大看点。 除了造型好
看之外 ， 每年的鲜花新品种也是亮点 。 今年 ，
天安门广场中心花坛及两侧花带、 人民英雄纪
念碑周边首次全部使用了我国自主培育的13个新
品种菊花 。 “如绚秋星光 （黄色 ）、绚秋莲华 （粉
色）、绚秋凝红（红色）等都是我们自己培育出的。
其中，粉色的绚秋莲华更是填补了在国庆期间没
有自然开粉色花的空白。 ”北京市花木公司 （以
下简称花木公司） 培育工程师王中轩告诉记者。

在王中轩眼里， 这些花就像是他的孩子一
样 ， 对它们的情况了如指掌 。 经过王中轩的
“调教” 这些花都很 “听话”， 它们不但花型好
看而且正好在国庆期间盛放。 说到这其中的奥
秘， 王中轩笑了， “想驯养一种花那可不容易，
常常需要3到10年的时间。” 王中轩是2011年来到
花木公司培育基地的， 这13个新品种就是在王中
轩和同事的照料下一点一点培育出来的。

虽然菊花是北京的市花， 有着悠久的历史。
但是北京本土生长的菊花观赏性较差，花色也不
够丰富。 为了克服这些缺点，花木公司便尝试从
国外引进菊花。但由于维护成本高，所以从2011年
开始，花木公司又将目光转向了 “自主培育”。

“一个新的花卉品种， 从育种到应用， 至少
需要3年时间。 如果再加上前期寻找母本的时间

就更长了。” 王中轩说。 为了找到优良的野菊花，
他们到云南、 四川和西藏的高原草甸采集野生菊花
品种。 “尽管母本和父本都是最好的菊花品种， 但
是它们的下一代能够表现出何种特征还不能确定，
要种下去开花后才知道。 我们每次都会种下3万多
粒种子， 我的工作就是从这些种子选出花色最好、
开花时间最佳、 花期最长的菊花品种。” 王中轩说。

生长过程中， 王中轩和同事会经常观察记录菊
花的生长情况。 “花型、 颜色、 开花时间、 自然生
长的株型、 枝条的软硬度都是决定它们是否能留下
来的因素。 甚至有时候我们还会数每朵花一共有多
少片花瓣。” 王中轩说。

经过第一年的考验， 被王中轩留下的菊花有三
四百株。 “而这只是它们通过的第一关， 之后还要
进行不断的栽培实验和品种驯化， 真正选出花色稳
定、 花期长、 株型好看的菊花品种。” 王中轩说。

5年时间 ， 王中轩与菊花的1825个日日夜夜 ，
终于换来了13个国产菊花的绚秋绽放。 它们是从三
万粒种子中选出的精英， 像一名名士兵接受着来自
全国人民的检阅， 既为大家在国庆献上一份美好的
视觉享受， 也是王中轩献给祖国母亲的贺礼。

新品种经过培育， 还要有人生产、 保障花材
成活。 陈菊就是这样的护花使者。

今年的国庆节， 园林集团为天安门广场、 长
安街、 公园及各重要景观节点准备了80余个品种
共120余万盆花卉。 节日期间， 它们竞相开放 ，
争奇斗艳， 大有 “迷人眼” 的势态。 可是来自花
木公司技术质量部的陈菊却说， 在这绚烂的花海
中， 她独有所爱———小菊， 是他们自主培育的13
个菊花品种。 这些菊花， 因为直径小于6公分 ，
而被统称为 “小菊”。

“最早在天安门广场上布置花坛的时候， 只
有三四种花。” 陈菊回忆说， 那时候， 他们通常
会把黄土装在盆里直接栽花。 虽然种植方便， 但
想让花快点儿生长、 调整花期， 却很困难。 1999
年前后， 他们开始从国外引进新品种， 并且尝试
用 “配方基质” 代替黄土。 “土壤成了辅料， 花
盆里主要放的是营养成分， 类似无土栽培， 这样
就容易控制花卉的 ‘观赏指标’ 了。”

陈菊自2011年开始从事国庆花卉的组织生
产、 质量控制以及养护管理工作。 而在此前， 她
已经在花卉的研发、 生产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
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 她和同事们从国外
引进了醉蝶花、 丰花百日草等新品种， 为京城增
添了靓丽风景。 而他们优化了凤仙的养护方式，
更是受到了业界好评。 “以前，大家都认为凤仙这
种花在夏天长不好， 但是经过我们反复实验， 发
现只要在花卉生长的前期， 注意保证好水分， 在

夏天强光的环境下， 凤仙也可以开出漂亮的花朵。”
其实， 除了培育新品种和花卉生产， 花卉养护

也是陈菊的拿手绝活。 “辛辛苦苦培育又种出来的
花， 一旦养护不好， 就会功亏一篑。 要想养护好
花， 就要通晓花的语言。” 陈菊说。

现在， 陈菊每年都要对花卉养护工人进行培
训。 “我们的养护工人大多都是外来务工人员， 流
动性强，今年培训的工人，也许明年就换了一批。 养
护技术其实不难， 但是人工养护需要有责任心、经
验，这里面有很多不确定性。 ”陈菊表示。 现在， 天
安门广场地面花带中， 全面采用底部灌溉作为主要
灌溉方式， 减少花坛灌溉水外溢。 在立体花坛中，
借助立体灌溉系统， 通过渗灌和微喷， 对花卉进行
养护。 不仅可以节水， 同时在时间、 水量等方面实
现了精准灌溉， 陈菊和同事工作起来也方便了。

陈菊告诉记者， 以前， 她总觉得自己的工作，
没有一线工人辛苦， 没有设计人员受瞩目， 但是去
年发生的一件事却让她收获了一份 “别样的幸福”。
原来， 去年国庆期间， 她正在位于东单的立体花坛
边检查， 突然一位40多岁的大姐走过来， 说想跟她
合影。 “她告诉我， 她之前在媒体上看到过我， 觉
得我们的工作很有意义， 带给了大家美的享受。 听
了她的话， 我这心里觉得美滋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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