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松风寻常见 斛花难得开
——记吕田镇桂峰村石斛种植示范基地

吕田镇桂峰山海拔 1085 米，为广州地区五座最高山峰之一，也是广州市母亲河——流

溪河的源头。桂峰山下的桂峰村，生态环境优越，动植物资源丰富，融“山水林泉瀑”为一

体，犹如一幅清新淡雅的自然山水画。因地处偏远山区，一直以来，当地的经济发展受到制

约。为此，广州市委市政府发动社会各界积极开展“扶贫双到”工作。其中，民建广州市委

于 2013 年在桂峰村建设了石斛种植扶贫基地。如今，七个年头过去了，这个项目发展情况

如何？笔者近日走访了该基地。

盘活土地

废弃果场变身扶贫基地

五月下旬，桂峰村的三华李成熟了。沿着村道可以看到许多果农在旁销售三华李。三华

李虽是桂峰村出名的水果，许多村民都有种植，但经济价值并不是很高。2012 年 6 月，民

建广州市委在桂峰村组织开展“北部山区送温暖，民建会员助扶贫”活动。通过调查，民建

会员们了解到当地农民所种植生产的农产品经济价值较低，同时许多中青年为了增加家庭经

济收入，纷纷外出务工。而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缺乏，一些田地甚至出现丢荒现象。因此，如

何利用好这些土地、变废为宝等问题引起了民建会员们的思考。

在调查过程中，民建会员们发现，一棵古老的大榕树上缠满了野生石斛，这证明当地的

自然生态环境适合石斛生长。石斛为兰科植物，茎肥厚，圆柱形，叶扁平，多生于树上或岩

壁上。常见的药用石斛种类有霍山石斛、铁皮石斛、流苏石斛、金钗石斛、球花石斛、鼓槌

石斛、水草石斛。其中，铁皮石斛因其糖分含量高、纤维少，在传统中医药中享誉很高，《本

草纲目》称铁皮石斛有“强阴益精、厚肠胃、补内绝不足、轻身延年”之功效。唐开元年间

道家经典《道藏》，把铁皮石斛、天山雪莲、三两重人参、百年首乌、花甲之茯苓、深山灵

芝、海底珍珠、冬虫夏草和苁蓉列为“九大仙草”，而铁皮石斛位列其首。

千古一仙草，石斛有奇效。因为有较高的药用价值，石斛的经济价值自然“水涨船高”，

因此，民建会员邓心如认为，如果能够在当地成功引进种植石斛这种高附加值的中药材，就

可以盘活土地，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农民致富奔康。

邓心如的建议得到了许多民建企业家的认同，经过三个月的再考察再研讨，最终决

定让最初的想法落地生根。在广州市统一战线“同心经济志愿服务队”和民建广州市委有关

领导的见证下，2012 年 9 月，民建企业家与桂峰村委签署了《吕田镇桂峰村石斛种植示范

基地合作意向书》。石斛种植示范基地充分利用村民废弃的三华李果场而建成，基地占地 30

亩。基地的建设投产，不仅给出租地农民直接带来了租金收入，还带动了当地富余劳动力就

业。

心怀“乡村梦”

人生能有几回搏

谁也没有想到，那个最初提出引进石斛种植的民建会员邓心如会是日后种植基地的“掌

门人”——运营管理种植基地的广州市丛园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更出乎笔者意料的是，这

位“掌门人”并没有女汉子的强悍外表，而是略显清瘦，这或许与石斛花的秀外慧中品质有

着一种“默契”。

邓心如是地道的广州人，在广州出生和成长，周一到周五都住在石斛种植基地，周末才

回广州市区的家。那么“一个城里人，为什么要跑到大山里来创业呢？”

邓心如心里一直藏着一个“乡村梦”。自大学毕业后邓心如就进了南方航空公司工作。

尽管内心很向往乡村的宁静生活，但因工作地点和工作性质的关系很难实现。直到在单位退



休之后，她才有了实现这个梦想的时机。“人，不能没有梦想。”她说，“容国团的名言都说

嘛，‘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

说起来轻松，做起来难，实现梦想的创业之路就如同通往桂峰山顶的路一样，弯曲而充

满荆棘。邓心如说，最初的时候，基地三个大棚种植了 16 万丛石斛。石斛花有兰花的气质

——“兰为王者香，芬馥清风里。”花开的时候，别有一番景致，散发出阵阵清香。为了增

加经济收入，基地开放大棚让游客参观，但谁知此举竟让原本长势良好的石斛被游客带进大

棚里的细菌感染了。为了保证石斛的品质，她做出了一个决定：不打农药杀菌！然而结果却

是一下子损失了 10 万丛石斛。看着一丛丛烂掉的石斛，她欲哭无泪。

在此前未引进干花加工设备时，有一段时间，邓心如几乎每天都要自驾车跑一趟东莞，

借助别人的设备把刚摘下来的石斛花加工成干花。之所以选择自驾，是为了节省开支，所以

没有专门雇请司机。天天来回一百多公里跑下来，说不累是假的，可是能够把事情办妥，这

些累也值得。然而令邓心如几乎崩溃的是，有好几次跑到东莞时却被对方告知机器设备坏了

而无法如愿借到设备。艰难创业中的点点滴滴在脑海里油然而生，“这么辛苦到底为了什么？”

她禁不住扪心自问。

到底为了什么？邓心如说，有朋友说她从“天上掉到地下”，从南方航空公司到从化北

部山区，实在没有这个必要。确实，很难想象为什么不养尊处优，为什么在大家都往城里跑

时却选择了逆向前行。邓心如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笔者知道，她是一个追梦人，追梦

路上的汗水、泪水，阻挡不住她追求超越梦想的那一刻。

引入带走

种植基地方兴未艾

石斛的经济价值虽高，可是种植石斛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016 年从仲恺农业工程学

院毕业后就应聘到基地当技术员的福建人郑伟鸿告诉笔者，石斛从种子到小苗要种植一年，

再从小苗到采收要种植一年半，而从种植到开花至少要花一年时间，且头两年开花的数量不

多。这也就是说，种植石斛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项目。

郑伟鸿说，他对农作物的种植兴趣比较浓，因为此前通过食用石斛治好了胃病，使他对

石斛种植多了一份特别的情感，于是他选择扎根大山潜心研究石斛的培育种植。虽然石斛种

植很难一下子收到丰厚的经济效益，但他还是很看好基地的发展前景。

据了解，从创建至今种植基地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前期建设、单一生产和多元化经

营。种植基地前期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基础建设，继而开始生产石斛鲜条、鲜花，再发展到

对鲜花产品等的加工，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发展。接下来，种植基地将继续投入资金开发石斛

干片、干花、茶叶等干品加工，以及打造石斛养生体验馆、丛园果林等农家乐项目。

邓心如表示，要充分利用桂峰山区空气清新、水质纯净优势，以优质的石斛产品吸引、

留住游客，通过“引入带走”的方式，强化精准扶贫效果，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要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

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