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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94/2021_2022__E9_A6_96_E

4_B8_AA_E2_80_9C_E5_c61_94114.htm 昨日从区建设局获悉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授予萧山区“中国园林绿化萧山新兴产

业基地”称号，这是萧山区继“中国钢结构产业基地”之后

，在建筑和园林绿化行业获得的又一项全国产业基地称号，

也是国内首个“园林绿化产业基地”。 专业化，为传统产业

插上腾飞翅膀 绿色奥运、世博会、西部开发、中部崛起、振

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萧山的绿化园林产业界善于从中抓住

机遇。从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花卉苗木推介，到成为装点上海

城市绿化的美容师，萧山的园林绿化业已向全国31个省、市

、区扩散，不少产品出口日韩、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园林绿

化已成为萧山建筑业的两大特色主导产业之一，在国内同行

业中享有很高声誉。 萧山的绿化园林产业已形成了一条从科

研、技术推广到生产、市场营销、园林工程设计、施工、绿

化养护的产业链。区内有相应的研发机构、技术推广中心、

专业化市场、大面积基地、专业设计机构、绿化工程公司和

工程养护管理单位。这个相对完善的产业链降低了企业运营

成本，提高了企业专业化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花卉苗木种植

业是萧山传统产业，有40多年的生产历史，特别是近10年来

，园林绿化产业迅速发展。花木品种超过1000个，年产绿化

苗木6亿株，盆花2000万盆，鲜切花400万枝，园林绿化企业

实现施工产值14亿元。全区现有四级以上园林绿化企业66家

，从业人员超过1.2万人，带动了全区300多个村、500多家企

业、3万多农户从事花卉苗木生产、销售、服务和园林建设工



程。 科技化，使产业突飞猛进 占地5000亩的浙江省农业高科

技示范园区、传化生物技术公司、棉麻研究所等技术推广和

研究机构，使萧山在园艺生物科技领域独具优势。有了这些

科研企业的技术支撑，园林绿化产业能够充分利用科技孵化

功能，提供丰富的种苗资源、新品种和新技术。萧山区的许

多园林绿化企业，十分注重与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合作，充分

利用身边的浙江大学、浙江农科院、浙江林学院等丰富的科

技资源，引进新技术、新品种，培养专业人才。园林绿化企

业与院校合作的课题研究，如水生植物和水污染治理、水培

花卉和景观营造、边坡绿化草种选育及屋顶绿化草种物种选

种，都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集聚化，使产业日益

强大 2005年，萧山区花卉苗木种植面积已超过15万亩。萧山

人在省内绍兴、富阳、桐庐、建德等地和北京、江西、安徽

等省市均建起了苗木基地。目前，萧山在全国各地种植的花

卉苗木面积至少在30万亩以上。 萧山园林绿化产业集聚化，

还体现在区内的专业有形市场建设和网上无形市场建设上。

萧山现有浙江（中国）花木城、萧山花木市场两个专业批发

市场，山东、江苏、湖南、江西、广东、福建等十多个省的

花木企业进驻萧山，年花卉苗木市场交易额达到8亿元。有26

家园林绿化企业、苗场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年网上交易突

破5000万元。另外，有2000名苗木销售人员及时掌握市场动

态，将苗木产品销往各地。 品牌化，使产业优势显现 萧山的

绿化园林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增强了品牌意识，注册了

“绿都”、“金土”、“五彩”等商标，实施品牌战略，促

进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一些企业先后制订了桧柏、龙柏

、瓜子黄杨等品种的生产标准。企业严格按照标准化、利用



先进技术进行生产。萧山区园林绿化走品牌化道路已拥有良

好的基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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