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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政办发〔2020〕63号

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曲靖市推进新兴花卉产业

发展实施方案（2020—2025年）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直有

关单位：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曲靖市推进新兴花卉产业发展实

施方案（2020—2025年）》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执行。

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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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市推进新兴花卉产业发展实施方案
（2020—2025 年）

一、发展目标

结合云南花卉产业布局和产业优势特色，重点发展马龙—麒

麟—陆良新兴花卉产业带规模化面积 8 万亩，到 2025 年辐射带

动全市发展花卉 31 万亩，实现产值 26亿元。累计培育市级以上

花卉龙头企业 16个以上、“一村一品”专业村 21个、产品认证 40

个，绿色有机认证面积达 12万亩。打造 2个—4个省内外知名的

花卉品牌产品，将曲靖市建成云南省重要的高品质鲜切花生产基

地和种苗繁育基地。

二、重点任务

（一）加快推进新兴花卉产业带建设

1.建设云南重要的高品质鲜切花生产基地。突出品质提升，

大力发展以月季、康乃馨、百合等为重点的鲜切花，以马龙区

和陆良县为核心加快推进以鲜切花为主的新兴花卉产业带建设，

马龙区重点建设通泉—月望、马鸣—旧县 2个片区 4个乡（镇、

街道）3 万亩，陆良县重点建设马街—中枢—三岔河—板桥、大

莫古—小百户 2个片区 6个乡（镇、街道）4万亩，辐射带动麒

麟区规模发展沿江—三宝—越州、东山—潇湘 2 个片区 5 个乡

（镇、街道）1万亩。

2.建设优质鲜切花出口生产基地。突出提质增效和名品打造，



— 3—

抓好国家花卉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加快推进马龙区现代花卉

产业园建设，围绕品种、品质、品牌三个重点，引导入驻经营主

体建设现代化高标准种植示范基地，开展出口基地备案，将优势

产业集群建设作为全市鲜切花产业发展的突破口，将园区建设成

为世界一流的绿色高效花卉创新中心、全球高品质月季生产基地

和全国主要康乃馨种苗研发供应基地。

3.培育“一村一品”花卉专业村。围绕新兴花卉产业带和核心

聚集区建设，严格按照《曲靖市“一村一品”专业村（镇）认定运

行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加快培育一批规模化水平较高、绿色

发展方式明显的“一村一品”花卉专业村，到 2025年全市累计培育

“一村一品”专业村 21个，示范带动全市花卉产业专业化发展。

（二）加快构建花卉产业科技服务体系

1.创建科研试验研究基地。围绕以鲜切花为主的新兴花卉产

业带，分区域分品种建设花卉科研试验研究基地，建设陆良鲜切

花种苗繁育和高产高效设施栽培试验基地，马龙鲜切花种苗繁育

和基质+水肥一体化栽培试验基地，麒麟花卉种质资源圃、品比试

验和康乃馨高产高效栽培试验基地。每个基地不少于 15亩，开展

花卉种质资源收集、新品种引进、品种改良、基质+水肥一体化、

精细化防控、加工包装、保鲜贮藏、市场营销等领域技术研发，

选育优质高产花卉新品种，创新研发绿色高效花卉生产新技术。

2.制定并推广花卉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鲜切花生产以昆明

斗南国际花卉拍卖中心入市标准为标杆，食用药用、加工型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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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绿色有机为质量发展方向，加强与国家、省级花卉产业技术体

系试验站的沟通对接，积极争取技术支撑，加快制定出口花卉、

绿色有机花卉生产地方标准和技术规程，重点制定优质鲜切花出

口标准，食用药用和加工型花卉绿色有机生产地方标准，分品种

制定景观花卉标准化种植规程。强化科技培训，推广应用标准和

技术规程，提升出口优质鲜切花供给品质和花卉观光休闲农业的

标准化种植及观赏水平。

3.构建产业科技服务体系。以科技创新为主线，以“一县一

业”工作推进和“一村一品”专业村培育为突破口，筹建省、市、

县三级科技人员构成的科技指导服务组，积极申报科技指导服务

项目和申请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大力开展月季、康乃馨、

百合、食用玫瑰等主要花卉品种病虫害综合防控、贮藏、保鲜等

关键技术研发、重大产品开发、重大装备研制和技术成果转化应

用等，打造一批科技示范乡（镇）和村。

（三）培育壮大花卉新型经营主体

1.强化靶向对外招商引资。以建基地、强加工、畅流通为重

点，对标补齐产业精深加工、冷链物流、融合发展等短板，强化

招商信息的对外宣传，科学编制产业招商路线图，每年策划包装

产品加工、冷链物流、融合发展等重点领域招商项目 2个—3个，

瞄准国内外鲜切花生产、花卉精深加工、花卉文旅融合开发等知

名龙头企业，开展精准招商、以商招商、市场化招商，重点引进

与产业提质增效关联度较高的精深加工、冷链物流、食品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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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研发等领域的重大项目，对目标企业先行深入开展投资需求

研究，并做好前期对接、中期落地、后期运营服务，落实招商引

资“一企一策”，提高项目落地投产成功率。

2.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全面落实各项企业扶持政策，加大对

博浩、陆航、爱必达、英茂、海盛、百利信、世美、煜天、嘉华、

金兰世家、何氏等企业的支持服务。引导中小企业采取兼并、重

组等方式组建大型花卉企业集团，支持领军企业牵头建立产业联

盟，组建行业商会或协会，为企业提供物资统购、技术培训、大

型农机共享、产供销对接、劳务中介、展会举办、法律咨询、融

资引资等服务。引导新型经营主体与农户建立健全完善规范的利

益联接、供求衔接、价格保护、风险共担、抱团发展机制，为企

业和产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服务保障。到 2025年，全市累计

培育市级以上花卉龙头企业 16 个以上，争取更多的花卉企业进

入全省“绿色食品牌”100强企业。

（四）大力发展花卉冷链物流加工

1.配套建设花卉专业化冷链运输体系。针对花卉产品市场价

格与鲜活度直接挂勾的特点，全面落实中央、省支持特色农产品

冷链物流建设的政策措施，引导生产加工企业新建或改扩建花卉

产地冷库，购置冷链运输、储藏包装和供应链销售设施设备，推

广使用多温层冷藏车、冷藏集装箱等轻量化节能环保车型，实现

花卉采收后及时处理、及时保鲜。畅通物流通道，加快补齐产地“最

先一公里”短板，重点建设马龙区现代花卉种植园、食用玫瑰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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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配套冷链物流运输设施设备，麒麟区鲜切花冷链物流设施、田

间气调保鲜库和食用药用花卉保鲜冷库，陆良县鲜切花冷链物流

设施和田间气调保鲜库等项目。

2.大力发展花卉加工业。全面落实国家、省支持特色农产品

生产加工的政策措施，引导生产加工企业新建或改扩建产品加工

厂，引进新优产品生产线，购置清洗预冷、分拣分级、烘干包装，

以及技术改造、科研环保、质量控制等设施设备，提升企业精深

加工能力。紧扣花卉产品特色，对接目标市场消费群体购买需求，

根据品类不同开发适应物流运输环境和线上不同销售需求的多种

规格包装，促推产品精深加工的产地化生产和商品化线上线下终

端销售，重点建设马龙现代花卉产业园花卉分拣包装车间，麒麟

区鲜切花分级包装加工、食用玫瑰系列产品精深加工、永生花种

植加工示范基地和全产业链发展项目，陆良县永生花种植加工示

范基地和鲜切花分级包装加工项目。

（五）加快完善三产融合全产业链

1.畅通花卉市场流通和销售渠道。加快推进马龙现代花卉产

业园花卉交易中心、陆良县中国云南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花卉

专区）建设，完善分级包装、仓储物流、交易信息平台等设施，

形成花卉集聚交易地。引导花卉企业与昆明斗南国际花卉拍卖中

心建立产销合作机制，对接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销售

主体建立直供基地，与淘宝、美团、京东等大中型电商平台合作，

进一步扩大电子商务进村到户综合示范覆盖面，畅通花卉产品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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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渠道。重点加强基地流通基础设施、电商供应链体系、电商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和电子商务培训等，保障基地绿色环保、高产质

优产品在 48小时内能送达消费者所在城市，扩大产品线上销售比

例，示范带动全市构建覆盖重点乡（镇）行政村的电商平台和销

售网络，健全完善产供销一体化全产业链。

2.加快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紧扣全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以麒麟—沾益—马龙为主建设特色休闲康养区，以罗平—师

宗为核心打造休闲农业观光区的定位，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聚焦“一村一品”特色花卉优势单品，凸显花卉产业的多重功能和

旅游价值。引导企业融合乡村民俗风情文化，开发花卉文化创意

产品，积极发展创意农业、教育家园、消费体验、民宿服务、农

业科普、康养服务等新业态，推动“农业+”文化、教育、旅游、康

养等产业发展。提升打造罗平七彩花海、麒麟区金麟湾爱情小镇、

麒麟水乡千亩荷花暨荷花精品园等新型花卉观光休闲新业态，构

建全市花卉文旅布局和大市场平台，大幅提升花卉产品的附加值

和产地化销售，促进花卉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六）加快构建“曲花”品牌体系

1.建设花卉绿色有机生产基地。提升耕地绿色生产能力，配

套喷滴灌等设施，推行工厂化集约育苗，发展水肥一体化、防控

绿色化、管理精细化的加工型花卉绿色有机生产基地。建立和完

善企业自检、委托检验和执法监督检测体系，严格产地、市场检

验检测。依托国家和省级追溯体系，构建严明详实、高标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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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化、产品有标识和身份证明的全程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追溯体系。

引导经营主体开展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

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认证。选定曲靖市内具有悠久栽培历史的

花卉品种，申报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认证或地理证明商标，支持

企业申报云南省“绿色食品牌”产业基地。到 2025年，绿色有机面

积达 12万亩，产品认证 40个以上。

2.打造曲靖优质花卉品牌形象。坚持政府主导，挖掘地方文

化，策划培育花卉区域公用品牌。引导新型经营主体创建企业品

牌、产品品牌，认证企业在产品外包装推广应用“孔雀云”区块链

码和云南省“绿色食品牌”LOGO，企业开展网络直销，参与国际性

和全国性花卉和农产品展会，搞好品牌营销活动。加强博浩、嘉

华、Hasfarm、HFloral、爱必达、英茂、逸禾花卉、金兰世家等知

名品牌保护、推广和宣传，支持企业参与云南省绿色食品牌“10

大名品”“10 强企业”“20 佳创新企业”评选，提升消费者信任度和

品牌美誉度。深入挖掘花卉文化内涵，着力打造地方花卉主题展

销活动，举办好地方花卉主题活动，坚持差异化定位，创建最大

区域范围内“第一”与“唯一”的曲靖特有花卉观光休闲农业品牌。

到 2025年，培育一批具有曲靖元素的区域公共品牌、企业品牌和

产品品牌，打造 2个—4个省内外知名的花卉品牌产品。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责任落实

1.落实产业体系建设支持政策。推进市级花卉产业体系建设，



— 9—

开展科技研发，做好花卉种植指导、绿色有机认证、试验基地建

设、花卉产业科技服务、推广应用标准和技术规程等工作，积极

争取将花卉育苗机、移栽机、鲜花分拣机、烘干机、大棚智能化

设备纳入农机购置补贴范围。（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责任

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2.落实花卉产业发展政策。指导项目包装、储备、申报，积

极争取花卉产业中央、省专项资金支持等工作，协调制定花卉产

业发展水、电、气等能源使用的优惠政策。（牵头单位：市发展

改革委，责任单位：市能源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3.落实花卉加工支持政策。以解决花卉产业精深加工为重点，

指导花卉企业配套先进加工技术，扩大加工种类，形成加工产业

集群，推进花卉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的产地化生产等。（牵头

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4.落实科技创新政策。争取国家和省级花卉科技项目，落实

院士（专家）工作站和科技指导服务组等有关支持政策。（牵头

单位：市科技局，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5.落实财政支持政策。负责整合中央及地方资金，加大花卉

产业发展财政投入力度，积极争取将花卉纳入地方特色农业保险

承保范围，增强花卉产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牵头单位：市

财政局，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银保监会曲靖分局、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

6.落实用地支持政策。优先保障花卉栽培设施、加工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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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物流、交易市场等建设用地。（牵头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7.落实环保审批政策。指导花卉基地、冷链、物流、加工等

项目建设，确保产业发展符合国家环保政策。（牵头单位：市生

态环境局，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8.落实道路运输支持政策。指导花卉产业基地道路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畅通花卉运输“绿色通道”，完善和优化花卉配送冷藏

运输车辆的通行措施。（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责任单位：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9.落实水利支持政策。整合水利项目资金，配套生产灌溉建

设，改善花卉生产水利条件。（牵头单位：市水务局，责任单位：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10.落实花卉市场流通支持政策。负责建设和完善电子商务公

共服务体系，完善现代流通体系，培育花卉电子商务供应链，强

化产销对接。（牵头单位：市商务局，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

政府）

11.落实花卉质量提升支持政策。指导制定花卉标准化生产技

术规程，落实市场准入制度，加强花卉商标注册、地理标志申报

业务指导等。（牵头单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任单位：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

12.落实金融支持政策。协调金融机构积极创新金融产品，拓

展花卉企业抵（质）押物种类，探索产业链金融模式，加大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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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支持力度等。（牵头单位：人民银行曲靖市中心支行，责任

单位：市金融办、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二）强化督促考核

采取月调度、季督查、年考核工作机制，确保各项措施落到

实处。麒麟区、马龙区、陆良县人民政府和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要明确 1名业务负责人为联络员，定期不定期报送工作推进情况。

市花卉产业组要在每季度末组织工作组对照曲靖市新兴花卉产

业发展目标表（2020—2025年）开展实地督导，督导情况以专题

报告形式向农业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反馈；每季度召开 1次专

题会议，听取各项工作推进情况，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工作，根据

工作推进实际，定期不定期召开产业专家联席会议，协调解决产

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曲靖市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紧扣《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现代农业高

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曲政发〔2020〕31号）明确的发展目标，

对花卉产业发展实行百分制量化考核，其中规模化面积占 50分，

考核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完成情况；龙头企业培育占 20

分，考核新增市级以上龙头企业情况；专业村打造 20分，以《曲

靖市“一村一品”专业村（镇）认定运行管理办法》为依据考核

计分；质量标准体系建设 10 分，以市级以上认定的技术、质量

规程编制为依据考核计分。

（三）强化宣传引导

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多形式、多渠道宣传推进新兴花卉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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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好经验、好做法，适时组织观摩交流，积极营造全社会共同

推进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氛围。积极组织花卉生产企业参

加各类花卉博览会，通过搭建生产者、消费者和销售企业的沟通

平台，吸引国内外花卉商的关注，积极交流市场信息、生产技术，

促进企业深化合作，扩大曲靖花卉的对外宣传，打响“曲花”品牌。

附件：1.曲靖市新兴花卉产业带发展目标表（2020—2025年）

2.曲靖市新兴花卉产业带发展重点任务分解表（2020—2025年）

3.曲靖市新兴花卉产业带发展重点项目表（2020—2025年）

4.曲靖市新兴花卉产业招商引资精准对接目标企业建议

名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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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曲靖市新兴花卉产业带发展目标表（2020—2025年）
年度 县（市、区） 马龙区 麒麟区 陆良县 合计

2020年

总面积（万亩） 2.5 1.3 1.6 5.4

规模化面积（万亩） 1 0.33 0.8 2.13

片区及乡（镇、街道）

1.通泉—月望鲜切花片

区 0.65万亩（通泉 0.15
万亩、月望 0.5万亩）

2.马鸣—旧县食用玫瑰

片区 0.35万亩（马鸣 0.05
万亩、旧县 0.3万亩）

1.沿江—三宝—越州鲜切花

片区 0.08万亩（沿江 0.02
万亩、三宝 0.03万亩、越州

0.03万亩）

2.东山—潇湘食用药用花卉

片区 0.25万亩（东山 0.15
万亩、潇湘 0.1万亩）

1.马街—中枢—三岔河—
板桥鲜切花坝区 0.57万亩

（马街 0.25万亩、中枢 0.1
万亩、三岔河 0.1万亩、板

桥 0.12万亩）

2.大莫古—小百户鲜切花

半山区 0.2万亩（大莫古

0.1万亩、小百户 0.1万亩）

15个
乡（镇、

街道）

产值（亿元） 3 0.3 1.8 5.1

市级以上龙头企业（个） 1 1 2

专业村（个） 2 1 3

绿色有机认证（万亩） 0.3 0.4 0.3 1

2021年

总面积（万亩） 3 1.4 2.4 6.8

规模化面积（万亩） 1.2 0.35 2.1 3.65

片区及乡（镇、街道）

1.通泉—月望鲜切花片

区 0.7万亩（通泉 0.18万
亩、月望 0.52万亩）

2.马鸣—旧县食用玫瑰

片区 0.5万亩（马鸣 0.1
万亩、旧县 0.4万亩）

1.沿江—三宝—越州鲜切花

片区 0.1万亩（沿江 0.03万
亩、三宝 0.03万亩、越州

0.04万亩）

2.东山—潇湘食用药用花卉

片区 0.25万亩（东山 0.15
万亩、潇湘 0.1万亩）

1.马街—中枢—三岔河—
板桥鲜切花坝区 0.86万亩

（马街 0.4万亩、中枢 0.2
万亩、三岔河 0.1万亩、板

桥 0.16万亩）

2.大莫古—小百户鲜切花

半山区 1.25万亩（大莫古

1.1万亩、小百户 0.15万
亩）

15个
乡（镇、

街道）

产值（亿元） 4 0.4 3 7.4

市级以上龙头企业（个） 2 1 3

专业村（个） 2 1 1 4

绿色有机认证（万亩） 0.5 0.5 0.5 1.5

2022年

总面积（万亩） 3 1.5 3 7.5

规模化面积（万亩） 1.6 0.52 3 5.12

片区及乡（镇、街道）

1.通泉—月望鲜切花片

区 1万亩（通泉 0.2万亩、

月望 0.8万亩）

2.马鸣—旧县食用玫瑰

片区 0.6万亩（马鸣 0.2
万亩、旧县 0.4万亩）

1.沿江—三宝—越州鲜切花

片区 0.12万亩（沿江 0.04
万亩、三宝 0.04万亩、越州

0.04万亩）

2.东山—潇湘食用药用花卉

片区 0.4万亩（东山 0.15万
亩、潇湘 0.25万亩）

1.马街—中枢—三岔河—
板桥鲜切花坝区 1.25万亩

（马街 0.55万亩、中枢 0.3
万亩、三岔河 0.2万亩、板

桥 0.2万亩）

2.大莫古—小百户鲜切花

半山区 1.7万亩（大莫古

1.5万亩、小百户 0.2万亩）

15个
乡（镇、

街道）

产值（亿元） 5 0.5 5 10.5

市级以上龙头企业（个） 3 1 1 5

专业村（个） 2 2 1 5

绿色有机认证（万亩） 0.6 0.6 0.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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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县（市、区） 马龙区 麒麟区 陆良县 合计

2023年

总面积（万亩） 3 1.8 3.7 8.5
规模化面积（万亩） 1.7 0.68 3.7 6.08

片区及乡（镇、街道）

1.通泉—月望鲜切花片

区 1万亩（通泉 0.2万亩、

月望 0.8万亩）

2.马鸣—旧县食用玫瑰

片区 0.7万亩（马鸣 0.3
万亩、旧县 0.4万亩）

1.沿江—三宝—越州鲜切花

片区 0.18万亩（沿江 0.06
万亩、三宝 0.06万亩、越州

0.06万亩）

2.东山—潇湘食用药用花卉

片区 0.5万亩（东山 0.15万
亩、潇湘 0.35万亩）

1.马街—中枢—三岔河—
板桥鲜切花坝区 1.64万亩

（马街 0.7万亩、中枢 0.4
万亩、三岔河 0.3万亩、板

桥 0.24万亩）

2.大莫古—小百户鲜切花

半山片区 2.05万亩（大莫

古 1.8万亩、小百户 0.25
万亩）

15个
乡（镇、

街道）

产值（亿元） 6 0.7 7 13.7

省级以上龙头企业（个） 1 1

市级以上龙头企业（个） 4 1 1 6

专业村（个） 3 2 1 6

绿色有机认证（万亩） 0.8 0.7 0.8 2.3

2024年

面积（万亩） 3 1.9 4.5 9.4

规模化面积（万亩） 2 0.84 4 6.84

片区及乡（镇、街道）

1.通泉—月望鲜切花片

区 1.25万亩（通泉 0.35
万亩、月望 0.9万亩）

2.马鸣—旧县食用玫瑰

片区 0.8万亩（马鸣 0.4
万亩、旧县 0.4万亩）

1.沿江—三宝—越州鲜切花

片区 0.24万亩（沿江 0.08
万亩、三宝 0.08万亩、越州

0.08万亩）

2.东山—潇湘食用药用花卉

片区 0.6万亩（东山 0.15万
亩、潇湘 0.45万亩）

1.马街—中枢—三岔河—
板桥鲜切花坝区 1.95万亩

（马街 0.8万亩、中枢 0.5
万亩、三岔河 0.4万亩、板

桥 0.25万亩）

2.大莫古—小百户鲜切花

半山区 2.05万亩（大莫古

1.8万亩、小百户 0.25万
亩）

15个
乡（镇、

街道）

产值（亿元） 7 1 8 16

省级以上龙头企业（个） 1 1

市级以上龙头企业（个） 4 1 1 6

专业村（个） 3 3 2 8

绿色有机认证（万亩） 1 0.8 0.9 2.7

2025年

面积（万亩） 3 2 5 10
规模化面积（万亩） 3 1 4 8

片区及乡（镇、街道）

1.通泉—月望鲜切花片

区 2万亩（通泉 0.5万亩、

月望 1.5万亩）

2.马鸣—旧县食用玫瑰

片区 1万亩（马鸣 0.5万
亩、旧县 0.5万亩）

1.沿江—三宝—越州鲜切花

片区 0.3万亩（沿江 0.1万
亩、三宝 0.1万亩、越州 0.1
万亩）

2.东山—潇湘食用药用花卉

片区 0.7万亩（东山 0.15万
亩、潇湘 0.55万亩）

1.马街—中枢—三岔河—
板桥鲜切花坝区 1.95万亩

（马街 0.8万亩、中枢 0.5
万亩、三岔河 0.4万亩、板

桥 0.25万亩）

2.大莫古—小百户鲜切花

半山区 2.05万亩（大莫古

1.8万亩、小百户 0.25万
亩）

15个
乡（镇、

街道）

产值（亿元） 8 1.3 10 19.3

省级以上龙头企业（个） 1 1 2

市级以上龙头企业（个） 5 1 2 8

专业村（个） 4 3 3 10

绿色有机认证（万亩） 1.2 0.85 1 3.05

备注：本表有关内容只涉及花卉产业带覆盖的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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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曲靖市新兴花卉产业带发展重点任务分解表（2020—2025年）
县（市、区）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重点工作 重点工作 重点工作 重点工作 重点工作 重点工作

马

龙

区

1.实施优势农产品花卉产业集群

项目，示范带动通泉—月望片区

发展鲜切花种植 0.65万亩。

2.建设标准化食用玫瑰基地 0.1
万亩，示范带动片区食用玫瑰种

植 0.35万亩。

3.筹备 15 亩鲜切花种苗繁育和

基质+水肥一体化栽培试验基地

基础设施工程。

4.培育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1个。

5.建设花卉专业村 2个。

6.绿色有机基地认证 0.3万亩。

1.实施优势农产品花卉产业集群项

目，示范带动通泉—月望片区发展

鲜切花种植 0.7万亩。

2.建设标准化食用玫瑰基地 0.12万
亩，建设冷库 1座及配套设施设备，

示范带动片区食用玫瑰种植 0.5万
亩。

3. 建设完善 15亩鲜切花种苗繁育

和基质+水肥一体化栽培试验基地

配套工程。

4.新增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1个。

5.新增绿色有机基地认证 0.2万亩。

1.实施优势农产品花卉产业集

群项目，示范带动通泉—月望

片区发展鲜切花种植 1万亩。

2.建设标准化食用玫瑰基地

0.15万亩，建设冷库 1 座及配

套设施设备，示范带动片区食

用玫瑰种植 0.6万亩。

3.新增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1个。

4.新增绿色有机基地认证 0.1万
亩。

1.引进龙头企业 1家，发展

花卉种植 0.1万亩，全区鲜

切花种植达 1.1万亩。

2.建设标准化食用玫瑰基地

0.15万亩，建设冷库 1座及

配套设施设备，示范带动片

区食用玫瑰种植 0.7万亩。

3.新增省级龙头企业 1个，

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1个。

4.新建花卉专业村 1个。

5.新增绿色有机基地认证

0.2万亩。

1.引进龙头企业 1家，发展

花卉种植 0.1万亩，示范带

动全区鲜切花种植达 1.25
万亩。

2.建设标准化食用玫瑰基地

0.17万亩，建设冷库 1座及

配套设施设备，示范带动片

区食用玫瑰种植 0.7万亩。

3.新增绿色有机基地认证

0.2万亩。

1.引进龙头企业 1 家，

建设花卉交易市场，带

动全区鲜切花种植达 2
万亩。

2.建设标准化食用玫瑰

基地 0.2 万亩，建设冷

库 1 座及配套设施设

备，带动片区食用玫瑰

种植 1万亩。

3.新增市级以上龙头企

业 1个。

4.新建花卉专业村 1个。

5.新增绿色有机基地认

证 0.2万亩。

麒

麟

区

1.筹备 15 亩鲜切花和食用药用

花卉种质资源圃和品比试验基

地基础设施工程。

2.改扩建鲜切花绿色高效生产种

植技术试验示范基地 100亩、食

用药用花卉绿色高效生产种植

技术试验示范基地 100亩。

3.建设鲜切花基地 800亩。其中

沿江街道鸡街玫瑰基地 200亩、

三宝街道张家营腊梅基地 300
亩、越州镇和平康乃馨基地 100
亩。

4.建设食用玫瑰基地 2500亩，其

中东山镇克依黑 1500亩、潇湘

街道升官屯 1000亩。

5.培育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1个。

6.建设花卉专业村 1个。

7.绿色有机基地认证 0.4万亩

1.建设完善 15 亩鲜切花和食用药

用花卉种质资源圃和品比试验基

地配套工程。

2.新建沿江街道玫瑰基地 100亩，

越州镇和平建设向日葵、银叶菊、

相思梅鲜切花基地 100亩，配套建

设田间气调保鲜库2座及分级包装

加工设施设备，全区鲜切花规模种

植 0.1万亩。

3.新建潇湘街道沙坝迷迭香基地

500亩，配套建设冷库 1座及冷链

物流和初加工设施设备，全区食用

药用花卉规模种植 0.3万亩。

4.新增绿色有机基地认证 0.1万亩。

1.新建沿江街道满天星基地100
亩，三宝街道张家营草本花卉

鲜切花基地 100亩，配套建设

田间气调保鲜库 2座及分级包

装加工设施设备，全区鲜切花

规模种植 0.12万亩。

2.新建潇湘街道沙坝迷迭香基

地 500亩、潇湘街道平坡金银

花基地 500亩，配套建设冷库 1
座及冷链物流和初加工设施设

备，全区食用药用花卉规模种

植 0.4万亩。

3.改造提升建设食用玫瑰加工

厂房，开展精深加工系列产品

开发。

4.新建花卉专业村 1个。

5.新增绿色有机基地认证 0.1万
亩。

1.新建沿江街道鸡街玫瑰基

地 200亩、越州镇西关康乃

馨基地 200亩，配套建设田

间气调保鲜库2座及分级包

装加工设施设备，扩建三宝

街道何旗永生花基地 200
亩，配套建设干花初加工及

处理厂房等设施设备，全区

鲜切花规模种植 0.18万亩。

2.新建潇湘街道文明金银花

基地 1000亩，配套建设冷

库1座及冷链物流和初加工

设施设备，全区食用药用花

卉规模种植 0.5万亩。

3.新增绿色有机基地认证

0.1万亩。

1.新建鲜切花基地 600亩，

配套建设田间气调保鲜库 2
座及分级包装加工设施设

备。其中沿江街道大龙满天

星基地 200亩、三宝街道张

家营草本切花基地 200亩、

越州镇和平向日葵和银叶

菊基地 200亩，全区鲜切花

规模种植 0.24万亩。

2.新建潇湘街道沙坝食用玫

瑰基地 500亩、金银花基地

500亩，配套建设冷库 1座
及冷链物流和初加工设施

设备，全区食用药用花卉规

模种植 0.6万亩。

3.新建花卉专业村 1个。

4.新增绿色有机基地认证

0.1万亩

1.新建鲜切花基地 600
亩，配套建设田间气调

保鲜库 2座及分级包装

加工设施设备，其中沿

江街道大龙玫瑰基地

200亩、三宝街道长坡

百合鲜切花基地 200
亩、越州镇和平康乃馨

基地 200亩，全区鲜切

花规模种植 0.3 万亩。

2.新建潇湘街道沙坝金

银花基地 1000亩，全区

食用药用花卉规模种植

0.7万亩。

3.新增绿色有机基地认

证 0.05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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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重点工作 重点工作 重点工作 重点工作 重点工作 重点工作

陆

良

县

1.筹备 15 亩陆良县马街镇鲜切

花新品种引进和技术创新基地。

2.建设 100亩马街镇鲜切花绿色

循环优质高效栽培试验基地。

3.建设 1100亩木本绣球绿色高

效种植示范基地，其中马街镇

600亩、小百户镇 500亩。

4.建设马街镇鲜切花冷链物流设

施项目。

5.建设田间气调保鲜库 25 座及

配套的鲜切花分级包装加工项

目。

6.绿色有机基地认证 0.3万亩。

1.建设完善 15 亩陆良县马街镇鲜

切花新品种引进和技术创新基地。

2.建设马街镇优质鲜切花外销基

地。

3.改扩建马街镇永生花加工企业 1
个。

4.建设三岔河镇、大莫古镇鲜切花

冷链物流设施项目。

5.建设田间气调保鲜库 15 座及配

套的鲜切花分级包装加工项目。

6.新建花卉种植专业村 1个。7.新
增绿色有机基地认证 0.2万亩。

1.建设三岔河镇优质鲜切花外

销基地。

2.制定并推行主导品种标准化

生产技术规程 1个。

3.新建小百户镇永生花加工企

业 1个。

4.建设 1000亩马街镇鲜切花高

效栽培技术核心示范区。

5.建设田间气调保鲜库 15座及

配套的鲜切花分级包装加工项

目。

6.新增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1个。

7.新增绿色有机基地认证 0.1万
亩。

1.建设三岔河镇优质鲜切花

外销基地。

2.制定并推行主导品种标准

化生产技术规程 1个。

3.建设田间气调保鲜库 15
座及配套的鲜切花分级包

装加工项目。

4.筹建大莫古镇万亩高效花

卉生产基地。

5.新增绿色有机基地认证

0.2万亩。

1.在太平哨中国云南国际农

产品交易中心建设花卉专

区。

2.基本完成大莫古镇万亩高

效花卉生产基地水系、路

网、电网、道路等农田基础

设施建设。

3.打造 500亩现代旅游观光

农业沙林花卉产业园区项

目。

4.建设田间气调保鲜库 15
座及配套的鲜切花分级包

装加工项目。

5.培育打造地方花卉品牌、

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

6.新建花卉种植专业村 1
个。

7.新增绿色有机基地认证

0.1万亩。

1.完善大莫古镇万亩高

效花卉生产基地设施，

实现提质增效。

2.在马街镇、三岔河镇、

大莫古镇、小百户镇、

板桥镇、中枢镇建设花

卉产业数据中心。

3.建设田间气调保鲜库

15座及配套的鲜切花分

级包装加工项目。

4.新增省级龙头企业 1
个、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1个。

5.新建花卉种植专业村

1个。

6.新增绿色有机基地认

证 0.1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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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曲靖市新兴花卉产业带发展重点项目表（2020—2025年）

序
号

县（市、
区）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地点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起
止年限

总投资
（万元）

投资计划（万元）
备
注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1

马
龙
区

英茂康乃馨种

苗繁育及鲜切

花示范基地全

产业链项目

通泉街道小寨

社区陆家庄

村、月望乡沙

坡笼村委会沙

坡笼村

建设 350000平方米温室大棚（现代连栋钢架温室），281000平方

米苗床系统、2600平方米现代化冷库、2600平方米包装车间和

281000平方米自动化灌溉系统、自动化喷雾系统、加温中心、消毒

系统，以及 600平方米产品展示中心；示范带动通泉街道周边片区

发展鲜切花种植 0.5万亩。

2020—2022 11535 3147 3861 4527

2
马龙爱必达玫

瑰绿色高效种

植项目

月望乡月望村

建设智能化温室 100000 平方米，配套灌溉系统 1 套（含施肥机、

消毒机、自动过滤器、灌溉泵、水罐），加温系统 1 套（含天然气

锅炉、室内循环泵、加温管道、加温传感器），二氧化碳施肥系统，

环控系统 1 套（含补光灯、喷雾系统），灌溉水检测。示范带动月

望乡周边片区发展鲜切花种植 1.5万亩。

2020—2022 7053 1929 2276 2848

3
马龙古卡乐花

卉玫瑰种植项

目

通泉街道小寨

居委会松子山

村

建设 51100平方米智能温室及配套灌溉系统、供暖系统、环控系统、

废液回收系统、二氧化碳施肥系统、恒温包装车间，灌溉水检测设

施设备。

2020—2022 3300 950 1350 1000

4
马龙食用玫瑰
种植园建设项
目

马鸣乡、旧县
街道

建设标准化绿色有机食用玫瑰生产基地 0.3万亩，配套建设基地水、
电、路、网、水肥一体化及绿色防控设施设备，建设冷库 5座总容
量 1000立方米，仓储和初加工厂房 3000平方米、管理房及其他附
属工程2000平方米。示范带动马鸣—旧县片区发展食用玫瑰1万亩。

2021—2025 4500 900 900 900 900 900

5

现代花卉产业
园花卉产品交
易中心建设项
目

月望乡
建设占地 2000亩的现代花卉交易中心，配套建设花卉分拣包装车
间、冷链物流、电商平台、办公区、员工宿舍等设施设备。

2024—2025 4000 2000 2000

6 花卉产业联合
体培育项目

月望乡、通泉
街道、马鸣乡、
旧县街道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培育资源要素共享、联农带农紧密的马龙花卉
产业化联合体。 2021—2025 2500 500 500 500 5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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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县（市、
区）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地点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起
止年限

总投资
（万元）

投资计划（万元）
备
注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马

龙

区

7

鲜切花种苗繁

育和基质+水
肥一体化栽培

试验基地建设

项目

通泉街道

建设占地 15亩的鲜切花种苗繁育和基质+水肥一体化栽培试验基

地，配套建设新品种研发中心、种苗繁育中心，收集本地野生花卉

种质资源和国内外花卉品种资源，开展持续性品种示范种植和良种

选育工作；引进国内外新品种，开展持续性正式品种比较试验和示

范种植。

2020—2025 500 50 100 100 100 100 50

8 科技体系建设

项目
通泉街道

开展绿色高产高效鲜切花和食用药用花卉技术集成研究，制定并推

行主导品种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
2020—2025 100 10 20 20 20 20 10

9 花卉专业村培

育打造项目

月望乡、通泉

街道、马鸣乡、

旧县街道

培育打造 4个花卉专业村。 2021—2025 600 150 150 150 150

10 花卉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项目

马鸣乡、旧县

街道

建设花卉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站点 2个，全面监测食用玫瑰生产农肥

等投入品指标，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2021—2025 100 20 20 20 20 20

11 品牌打造项目 马龙区
培育打造地方花卉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举办品牌评选活动，

争创“10大名品”或绿色食品“10强企业”“20佳创新企业”2个。
2021—2025 2500 500 500 500 500 500

12

麒

麟

区

鲜切花和食用

药用花卉种质
资源圃和品比

试验基地建设

项目

益宁街道

建设占地 15亩的鲜切花、食用药用花卉种质资源圃和品比试验基

地，配套建设新品种研发中心、种苗繁育中心，收集本地野生花卉

种质资源和国内外花卉品种资源，开展持续性品种示范种植和良种
选育工作；引进国内外新品种，开展持续性正式品种比较试验和示

范种植。配套建设新品种研发中心、种苗繁育中心，建设管理用房、

办公室、温室、仓库，配套水、电、路、排灌系统等基础设施。

2020—2025 1200 50 600 300 100 100 50

13

鲜切花绿色循

环优质高效栽

培试验基地建

设项目

越州镇

建成占地 100亩的绿色防控、基质+水肥一体化、循环水利用等鲜

切花绿色高效生产种植技术试验示范基地，其中试验基地 20亩、示

范展示基地 80亩，配套节水灌溉设施、智能温室、绿色防控、基质

+水肥一体化、循环水利用等设施，开展持续性鲜切花绿色循环优

质高效生产技术试验示范展示等。

2020—2025 240 40 40 40 40 40 40

14

食用药用花卉

绿色优质高效

栽培试验基地

建设项目

潇湘街道

建成占地 100亩的绿色防控、水肥一体化等食用药用花卉绿色高效

生产种植技术试验示范基地，其中试验基地 20亩、示范展示基地

80亩，配套节水灌溉设施、智能温室、绿色防控、基质+水肥一体

化、循环水利用等设施建设，开展持续性食用药用花卉绿色优质高

效生产技术试验示范展示等。

2020—2025 240 40 40 40 40 4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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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县（市、
区）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地点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起
止年限

总投资
（万元）

投资计划（万元）
备
注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麒
麟
区

15
科技体系建设

项目
益宁街道

开展绿色高产高效鲜切花和食用药用花卉技术集成研究，制定并推

行主导品种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开展技术培训，推广应用生产标

准。

2020—2025 120 20 20 20 20 20 20

16
沿江高品质鲜

切花栽培基地

建设项目

沿江街道鸡

街、大龙村委

会

引进新品种优质种苗，新建 1000亩标准化、绿色化、基质+水肥一

体化的高品质栽培基地，其中玫瑰 700亩、满天星 300亩；配套基

地水系、路网、电网、温室大棚、基质+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

园艺设施设备。

2020—2025 5000 500 500 1000 1000 1000 1000

17

越州高品质康

乃馨栽培和鲜

切花新优品种

引进试验示范

种植基地建设

项目

越州镇和平、

西关村委会

改扩建标准化、绿色化、基质+水肥一体化的高品质康乃馨栽培基

地 500亩；引进切花新品种优质种苗，新建向日葵、相思梅、银叶

菊试验示范种植基地 300亩，新建优质玫瑰栽培基地 200亩；配套

基地水系、路网、电网、道路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和温室大棚、基

质+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园艺设施设备建设。

2020—2025 5000 500 500 1000 1000 1000 1000

18

三宝鲜切花新

优品种引进试

验示范种植基

地建设项目

三宝街道张家

营、长坡村委

会

引进鲜切花新品种优质种苗，新建标准化、绿色化、基质+水肥一

体化的高品质鲜切花栽培基地 800亩，其中切枝腊梅栽培基地 300
亩、草花栽培基地 300亩、切花百合栽培基地 200亩；配套基地水

系、路网、电网、温室大棚、基质+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园艺

设施设备建设。

2022—2025 5000 500 1000 500 1000 1000 1000

19

东山食用玫瑰

基地、加工厂房

扩建和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

东山镇克依黑

村委会

扩建标准化、绿色化食用玫瑰种植基地 1500亩，配套建设基地水、

电、路、渠设施和水肥一体化、绿色生物防控设施；扩建加工厂房，

配置烘干设备、电子商务中心、产品研发中心。

2020—2023 1400 900 500

20
潇湘食用玫瑰

基地、加工厂房

扩建项目

潇湘街道沙坝

村委会

扩建标准化、绿色化食用玫瑰种植基地 1500亩，配套建设基地水、

电、路、渠设施和节水灌溉、水肥一体化、绿色生物防控设施；扩

建加工车间，配置烘干设备。

2020—2024 1100 600 500

21
潇湘药用花卉

基地建设项目

潇湘街道沙

坝、平坡、文

明

新建标准化、绿色化金银花种植基地 4000亩、迷迭香种植基地 1000
亩；配套建设基地水、电、路、渠设施和节水灌溉、水肥一体化、

绿色生物防控设施；扩建加工车间、配置烘干设备。

2021—2025 3120 360 760 800 4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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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县（市、
区）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地点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起
止年限

总投资
（万元）

投资计划（万元）
备
注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麒
麟
区

22 鲜切花田间气

调保鲜库及分

级包装加工建

设项目

沿江街道、三

宝街道、越州

镇

建设气调保鲜库 10座总库容量达 1000立方米，配套建设冷库基础

设施工程和设施设备工程，配套建设分级厂房 10座。改扩建鲜切花

分级气调包装加工企业 1个，新建鲜切花分级气调包装加工企业 2
个。

2021—2025 400 80 80 80 80 80

23

食用药用花卉

冷链物流和初

加工改扩建项

目

潇湘街道、东

山镇

改扩建冷库 4座，总库容量 800立方米，配套建设冷库基础设施工

程和物流配送设施设备工程，改扩建仓储和初加工厂房 2座。
2021—2024 400 100 100 100 100

24

永生花种植加

工示范基地和

全产业链发展

建设项目

三宝街道何旗

改扩建永生花切花生产基地 200亩，配套基地水系、路网、电网、

温室大棚；改扩建干花初加工及处理厂房，配套建设仓储物流、新

品研发中心、观光通道，打造集产品研发、种植分选、加工销售、

观光体验为一体的花卉观光休闲农业基地。

2023—2025 1660 580 580 500

25
食用玫瑰系列

产品深加工项

目

沿江职教园区

改造提升建设食用玫瑰加工厂房，开展精深加工系列产品开发，建

设年加工鲜花 25万吨、玫瑰精油 55公斤、天然色素 1250公斤、玫

瑰酱 2000吨、玫瑰酵素 1吨的玫瑰精深加工生产线。

2022—2025 1350 400 400 300 250

26
花卉产业联合

体培育项目

沿江街道、三

宝街道、越州

镇、潇湘街道、

东山镇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培育资源要素共享、联农带农紧密的麒麟花卉

产业化联合体。
2021—2025 2500 500 500 500 500 500

27
花卉专业村培

育打造项目

沿江街道、潇

湘街道、东山

镇

培育打造 3个花卉专业村。 2020—2024 450 150 150 150

28
花卉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项目

东山镇、潇湘

街道

建设花卉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站点 2个，全面监测食用药用花卉生产

农肥等投入品指标，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2021—2025 200 40 40 40 40 40

29 品牌打造项目 麒麟区
培育打造地方花卉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举办品牌评选活动，

力争企业入围“10大名品”和绿色食品“10强企业”“20佳创新企业”。
2020—2025 1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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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地点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起
止年限

总投资
（万元）

投资计划（万元）
备
注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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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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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0

陆
良
县

鲜切花新品种

引进和技术创

新基地建设项

目

马街镇杜旗堡

村

建设占地 15亩鲜切花试验基地，建设 20亩无土栽培试验，开展鲜

切花新品种引进及试验示范、基质栽培鲜切花试验示范。配套建设

新品种研发中心、种苗繁育中心、管理用房、办公室、温室、仓库，

配套水、电、路、排灌系统等基础设施。

2020—2025 1200 50 600 300 100 100 50

31

鲜切花绿色循

环优质高效栽

培试验基地建

设项目

马街镇

建成占地 300亩的绿色防控、基质+水肥一体化、循环水利用等鲜

切花绿色高效生产种植技术试验示范基地，其中试验基地 100亩、

示范展示基地 200亩，配套节水灌溉、智能温室、绿色防控、基质

+水肥一体化、循环水利用等设施，开展持续性鲜切花新品种引进

和绿色循环优质高效生产技术试验示范展示等。

2020—2025 6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32
鲜切花高效栽

培技术核心示

范区建设项目

马街镇
建设占地 1000亩标准化、机械化、绿色化、基质+水肥一体化高品

质花卉生产技术核心示范区，示范带动全县鲜切花高品质生产。
2022—2025 1600 400 400 400 400

33
科技体系建设

项目
马街镇

开展绿色高产高效鲜切花技术集成研究，制定并推行主导品种标准

化生产技术规程；开展技术培训，推广应用生产标准。
2020—2025 120 20 20 20 20 20 20

34
万亩高效花卉

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

大莫古镇、小

百户镇

建成标准化、机械化、绿色化、基质+水肥一体化花卉基地 10000
亩，投资 6000万元配套基地水系、路网、电网等农田基础设施，投

资 50000万元配套建设鲜切花栽培园艺设施，投资 700万元建设病

虫害绿色防控 1万亩，投资 6000万元配套建设基质+水肥一体化、

循环水利用设施，投资 1500万元配套绿色防控设施设备，投资 200
万元配套建设 200亩育苗炼苗设施设备，投资 800万元建设互联网

智能控制温室环境设施设备，开展花卉生产基地环保生产认证

10000亩、认证产品 4个。示范带动大莫古—小百户片区发展花卉

种植 2.8万亩。

2023—2025 67000 6000 30500 30500

35
优质鲜切花外

销基地建设项

目

马街镇、中枢

镇、三岔河镇、

板桥镇

建设 5000亩规模化、标准化、绿色高效优质鲜切花外销基地，配套

节水灌溉、生产温室等园艺设施设备，配套冷链物流设施等。示范

带动马街—中枢—三岔河—板桥鲜切花坝区发展花卉种植2.4万亩。

2021—2025 12000 2400 2400 2400 2400 2400

36
木本绣球绿色

高效种植示范

项目

马街镇、小百

户镇

建设 1000亩规模化、标准化、绿色高效木本绣球种植基地，配套基

地基础设施、种植大棚建设，开展木本绣球绿色高效种植示范等。
2020—2021 1500 10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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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良
县

37

红掌盆花生产
基地改扩建项
目

大莫古镇戛古
村委会

改扩建 200亩标准化、机械化、基质+水肥一体化的红掌盆花生产
基地，配套建设现代化智能温室和空调、花卉床架、弥雾、散热、
升温、双层保温系统等设施设备，辐射带动周边区域花卉产业现代
化绿色发展。

2020—2021 8000 6000 2000

38 永生花加工改
扩建项目

马街镇、小百
户镇

改扩建永生花加工企业 1个，新建永生花加工企业 1个。 2021—2022 500 200 300

39
鲜切花冷链物
流设施建设项
目

马街镇、大莫
古镇、小百户
镇

完善花卉采后分级、包装、预冷储藏商品化处理，引进现代化花卉
加工设备，推广加工配套技术，形成辐射全市的鲜切花产业加工集
群。

2020—2022 5000 1000 2000 2000

40

鲜切花田间气
调保鲜库及分
级包装加工建
设项目

马街镇、三岔
河镇、大莫古
镇、小百户镇、
板桥镇、中枢
镇

建设气调保鲜库 100座总库容量达 10000立方米，配套建设冷库基
础设施工程和设施设备工程，配套建设分级厂房 100座。改扩建鲜
切花分级气调包装加工企业 2个，新建鲜切花分级气调包装加工企
业 2个。

2020—2025 4000 600 600 600 800 800 600

41

中国云南国际
农产品交易中
心（花卉专区）
建设项目

太平哨工业园
区、马街镇、
三岔河镇、大
莫古镇、小百
户镇、板桥镇、
中枢镇

建设占地 30亩集采后处理、冷储、分拣、包装、花束加工功能为一
体的现代花卉加工、物流集散和产品交易专区。配套建设花卉产业
数据中心，建设物联网、品质保障、花卉产业数据电子地图、农业
投入品监管为一体的花卉数据中心，全产业链数据化发展鲜切花产
业。

2024—2025 2000 1000 1000

42 花卉专业村培
育打造项目

马街镇、大莫
古镇

培育打造 3个花卉专业村。 2021—2025 450 150 150 150

43
现代旅游观光
农业沙林花卉
产业园区项目

马街镇杜旗堡
村

采用“党组织+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合作运作模式，结合花卉
专业村培育打造，建设占地 500亩，以进口鲜切花种植为主，露天
花海、草坪婚庆、旅游观光和现代工业风格民宿为辅的花卉观光休
闲农业园，开展鲜切花种植示范、教学互动、采收包装等科普和体
验活动，打造特色突出、主题鲜明的美丽休闲花卉乡村。

2024—2025 10000 5000 5000

44 花卉产业联合
体培育项目

马街镇、三岔
河镇、大莫古
镇、小百户镇、
板桥镇、中枢
镇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培育资源要素共享、联农带农紧密的陆良花卉
产业化联合体。 2021—2025 2500 500 500 500 500 500

45 品牌打造项目 陆良县
培育打造地方花卉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举办品牌评选活动，

争创“10大名品”和绿色食品“10强企业”“20佳创新企业”各 1个。
2021—2025 2500 500 500 500 5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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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市新兴花卉产业招商引资精准对接目标企业建议名录表

序号 企业名称 总部所在地 企业属性 主营业务 企业规模 拟合作领域

1 亚马逊中国 北京 民营 农产品销售 世界 500强 农产品线上销售、物流

2 顺丰集团 广东 民营 冷运、速运、物流、电商、金融 中国 500强 建设花卉产业园区、物流、金融、营销

3
淘宝（中国）软件有

限公司
杭州 民营

研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网络技术产品，多媒体产

品、互联网电子商务交易
中国 500强

构建花卉产品电商直播平台和授权基

地

4 京东集团 北京 民营 电商运营策划 行业龙头 干、鲜农产品销售为主的农村电商合作

5
唯品会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广州 民营 品牌产品互联网在线销售 知名企业 打造线上品牌，构建电商销售平台

6 达利食品集团 福建 民营 食品、饮料、生物科技 中国 500强 花卉食品加工、生产

7 橙色多萌 上海 外资 鲜切花、盆栽植物、花坛植物和多年生植物的育种品牌 世界知名企业 新品种选育和良种繁育

8
爱索特植物园艺

（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 外资 生产凤梨组织培养苗及其他花卉种苗 世界知名企业 花卉新品种的销售和培育

9
上海鲜花港企业

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 中外合资

鲜切花、切叶、切枝生产销售，园艺人才培训良种繁育

与推广，盆花生产食品生产加工
行业龙头

切叶、切枝种植与生产销售，品种引进、

人才培训

10 上海种业 上海 国企 良种繁育与推广，盆花生产、食品生产加工 知名企业 品种引进与推广，种苗及盆花生产

11 福建盼盼集团 福建 民营 食品生产加工 行业龙头 鲜花食品生产、加工

12
北京宜花花卉科技

有限公司
北京 民营 鲜花种植、电商平台 行业龙头 鲜花供给、销售

13
北京五洲翔远农业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民营

花卉种苗、种球、种子、绿化苗木及各种种植材料、园

艺产品进出口
知名企业 花卉品种的引进、种植及销售

14
小蜜蜂食品有限公

司
湖北 民营 蜂、藠头产品的种养殖、购储、加工、科研、内销出口 行业龙头 蜜蜂养殖、加工、销售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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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委，

市法院，市检察院，曲靖军分区。

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0月 2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