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均豪，做的是茶葉
生意。年逾40的他，
1992年和父親北上廣

州，首辦茶藝之道，至今已在友誼商店、廣百百貨、
廣州王府井等多間百貨公司均設有專櫃，省內外的專
賣店亦發展有近20間。從剛入行時對茶懵懂不知到如
今「靜慮」、「修思」、「棄惡」與茶密切結緣，陳均
豪帶㠥秉承國粹的態度來穗填補了茶文化這項空白，
20年一步步走來，遍歷個中沉浮，別有一番感悟。

92年穗茶文化幾近蠻荒
1992年，陳均豪的第一間茶藝室開在廣州蘭圃公

園。他毫不諱言地說，當時廣州茶藝文化幾近蠻荒，
「牛飲」的方式讓他頗感心疼，「茶在眾人眼中不過一
碗黃湯，目的只在於解渴，完全談不上飲茶之樂。千
百年的茶文化在中國雖斷猶續，卻由日本的茶道、茶
禮發揚光大。於是，我們通過『演茶』，把烹茶的每一
道工序完整地呈現出來。這在今天看來是每個茶莊都
會做的事情，無甚特別，但在20年前卻絕對是個獨此
一家的新鮮事物。」

風雅茶藝室嫌貴客來稀
然而，這種風雅新奇的飲茶方式剛推出時並沒有受

到好評，不少人認為程序太過繁複，價
格稍嫌昂貴，紛紛望而卻步。陳均豪笑
說，茶藝室在2000年前生意一直不好不
壞，每到廣交會期間就是他們的「保命
時機」——「茶室的開設地點靠近中國
大酒店、東方賓館等高級酒店，很多在
此入住的參展商和外國採購商具有較強
的消費能力，同時對品茶這種獨具中國
傳統特色的休閒方式很感興趣，常常忙
裡偷閒過來歎茶小憩，為我們的經營帶
來大量商機。」
2000年後隨㠥消費者們對茶藝認識的

逐年加深，陳均豪的生意日漸做大，但
這並沒有改變他對茶葉品質的嚴控和追求。每年新茶
飄香之際，他都要親赴杭州、福建等茶葉原產地親自
採購，保證從源頭到後續不出一絲紕漏。

成本高20%  堅持手炒茶
他告訴記者，現在茶葉需求量逐年增加，手工炒茶

費工費時，沒有經驗難以把握，而機器炒茶不僅能以
較高效率完成產量加工，又能降低勞動強度，越來越
多的茶農使用製茶機器代替手工炒茶已經成了不爭的
事實。可是陳俊豪始終認為手工製的茶耐泡型最好，

無論從觀感還是味覺上都更勝機器一籌。所以，即使
成本高出20%的情況下，他也會盡可能地要求茶農人
手勞作。」

茶行無暴利潛心做品牌
陳均豪這個原本電腦專業工科出身的青年轉投茶

業，入行近20年，佳茗、清泉、茶具 、良辰、美境；
知音，相聚品飲、雅俗共賞，是他經營生意所兼得的
物質樂趣和精神樂趣。目前人工成本和原材料成本飛
漲是橫亙在各行各業面前的一大難題，茶業也毫不例

外。但是，陳均豪並沒有順勢抬高茶價，只要利潤不
至於太微薄，他都樂意和客戶把生意談下去。他解釋
說：「一來，茶業不是一個暴利的行業，要潛得下心
沉得住氣才能維持好品牌；二來，面對眾多熟客回頭
客，我不想使他們敗興而歸。雖然賺得少了，但是他
們承了我的情，我們的關係更似朋友，以後生意也就
越做越順了。」
眼下他在公司內部推行現代化管理，茶葉包裝創新

和周邊產品的銷售上都下了大功夫，卻始終堅持手工
製產品（手工製茶、手繪茶具、手製紫砂壺）的這條
主線。「創新求變能讓我在傳統茶業行業異軍突起，
但惟有最本真的東西才能讓更多年輕客戶和外國客戶
真正了解茶藝接受茶道，要讓中華千年的茶香茶韻飄
得更遠，傳統是決不能被摒棄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叢書 廣州報道

■初建基地時，王力強穿
㠥水鞋下田。 被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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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雲南
超市主管王力強 零售轉型變供貨

5年前，王力強辭去了香港超級市場管理層的工作，帶㠥自

己選定的助手吳訓科到雲南曲靖陸良縣種蔬菜。現在，他在陸

良擁有3,000餘畝菜田，員工310人，新建有標準化冷庫加工區

2,100平方米，員工生活區1,800平方米，倉庫區600平方米。

「我適應能力強，喜歡嘗試新鮮事，當事業沒有發展空間不

能突破的時候，就會考慮換一換。」王力強自信地

說：「而我在這裡找到了另一種的生活。」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芮田甜 曲靖報道

王力強在港
零售行業摸

爬20多年，逐漸
從運貨員做到管理層。在大超市做貨源管理，
他和很多供貨商成了朋友，當他感覺超市的工
作不能有新突破的時候，供貨商百利高集團請
他到內地做蔬菜種植和銷售，他欣然同意了。
2006年，他帶㠥自己選定的助手吳訓科到雲南
考察種植基地，最後選址於曲靖陸良縣成立了
田園食品有限公司，做起了現代化企業的農場
主。

拋卻煩囂 奔波西南縣城
這一夜，在雲南一個小縣城的夜市燒烤攤

上，灰白色的木炭紅舌吐焰，敷滿辣椒、花椒
的肉串、豆腐、洋芋熏烤得油煙升騰、吱吱作
響。王力強專門叫人把烤好的東西打包，帶回
蔬菜基地給員工做夜宵。「別人為你做事到很
晚，你當然要對他們好些」。
他的蔬菜種植基地離陸良縣城有30分鐘的車

程，一路上，車裡播放的都是內地中年人偏愛
的國語流行歌，「能不能為你再跳一支舞，我
是你千百年前放生的白狐，你看衣袂飄飄，衣
袂飄飄，海誓山盟都化做虛無⋯⋯」燒烤的香
味瀰漫在淡淡傷感又有磁性的女聲中，或許這
就是他想找尋的另一種生活。

實地體會 滇港差別巨大
王力強邊聽㠥歌邊打開了話匣子：「在香港

我都不敢開車，因為養不起，一輛車的汽油錢
和交通管理費加起來花銷很大。但在雲南，我
可以開㠥車在城裡、田裡到處跑。還可以載㠥
員工去唱KTV，這邊一個大的包房最多300元
到400元，要是在香港，小的卡拉OK房間都要
上千元。」
「小吳的理想是開一家火鍋店，在這邊的投

資花不了很多錢，我們的蔬菜在陸良算是有名
氣，開家火鍋店煮菜生意肯定會好，這可能是
我們下一步的計劃，但是如果你想在香港開火
鍋店，沒有雄厚的資本想都別想。」一旁的吳
訓科沒有插話，他在忙碌地打電話，不時還要
拿出單子來核對數據。

飲食語言 處處水土不服
初到雲南陸良，王力強驚歎：「這裡的馬路

真是馬路！我看到牛車、馬車、羊群和汽車都
在同一條道路上跑，我不敢想像，香港的馬路
上只有汽車，在雲南很多地方都還有畜力拉
車。除此之外，前幾年我還常看到纏足的小腳
老太太。」他說自己開始最不習慣的是飲食，
雲南很多菜都放辣椒，其次就是語言。「我說
粵語無法與員工溝通，常常要小吳做翻譯，後

來沒怎麼學我也會講普通話了。閒下來就看電
視，電視上都講普通話，我慢慢也會了。」
王力強介紹，田園公司屬於香港百利高集團

旗下，除了雲南，在山東、江西、廣東、寧夏
等省都有供香港的蔬菜種植基地，這些基地沿
用的都是港企管理模式，開始的時候確實與當
地有些「水土不服」。一方面是財務預算，另
一方面是人事管理。

開闢菜場 管理逐步適應
吳訓科說：「內地的財務預算報告與香港不

同，內地喜歡把錢往少裡算，結算超支3成都
沒問題，但在香港就要很精準。第一年我們聘
請的會計做的預算與結算時相差22萬元，在內
地可能不算工作失誤，但集團總部卻讓人過來
調查。還有剛開始我們考慮問題不仔細，沒有
做員工住宿樓衛生間等配套設施預算，造成很
多麻煩。」
剛開始他們都不適應菜場文化，聘請了一個

「人頭師傅」做生產總管，結果這個人什麼也
不管，供港蔬菜的質量和數量都在下降。王力
強把他辭退後，120個工人在同一天都走了，
菜場無法運作，吃虧以後他們開始培養自己的
員工。王力強說：「公司現在聘請當地的大學
畢業生做財務工作和部分菜場管理，現在看來
效果還不錯。」

王力強祖籍是廣東潮州，少年時隨父親到香港做麵條
批發，整天灰頭土臉地在麵條作坊裡忙碌，他不想浪費

青春做重複的工作，正巧超級市場在招聘理貨員，他就去報名，那是在
1984年。因為學歷不高，他自學英文、電腦，隨後他一級級晉升，從人
事培訓經理做到採購部門主管。他說：「我做了很長時間的主管，工作
沒了目標和新鮮感，再做下去也是同樣。加上兩個兒子長大，我的壓力
也減小了，就決定到內地試試。」這一試就上了癮，他說就算退休也不
回去，做不了總經理就在菜場做其他職務。

長子已獨立 港做公務員
談起兒子，王力強臉上寫滿了自豪：「我大兒子考上了香港消防部門

的公務員，20多個人競爭就他考上。之前怕他到一線工作危險不想讓他
去，後來才知道這個職位負責調度管理，不用上一線。小兒子在念高
中，現在的小孩很脆弱，你教訓他一次他就離家出走，只能和他們溝
通，我現在也常常和小兒子通電話。我想陪在孩子身邊，但世界上沒那
麼完美的事，有很多父親天天陪㠥孩子，可等孩子長大成家，要買房
子，你的錢從哪裡來?」他接㠥說：「我的妻子對我很放心，她也有自
己的豐富生活，倒是小吳，每天晚上都有『領導』打電話來視察，經常
打到深夜一兩點鐘。」吳訓科在一旁呵呵地笑。

弘揚茶文化 陳均豪羊城拓荒

港 在雲南

越做越上癮 退休也不回

田園公司引領了港商在滇
種菜的熱潮，幾年之間，許

多港商、粵商都相繼到田園蔬菜基地考察，之
後選址離田園不遠的曲靖茨營鄉開辦菜場。近
年，田園公司還借助香港的平台拓展國際市

場，每個星期都有航班把蔬菜空運到英國、泰
國，也有出口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現在
泰國洪災嚴重，當地蔬菜供應不上，加大了對
我們的供貨需求。只要是我們種出的菜，很多
地方搶㠥要。」

供港菜雲南佔三分一
香港人吃的菜，更是每三棵就有一棵是雲南

種。
雲南每年供香港60萬噸綠色蔬菜，佔香港蔬

菜市場三分之一。田園蔬菜公司副總經理吳訓
科說，為了保證供港蔬菜質量，田園菜場的農
藥量、肥料量、收割標準、運輸時間都實施最
嚴的標準。

種植到運輸跟蹤監測
他說，田園公司的蔬菜從種植到運輸都有

「身份證」跟蹤監測，管理員將農田編號填寫
種植品種、人員姓名和生長日期；種植員需填
寫農藥、肥料使用田間管理表；收割員也要為
每一箱蔬菜填寫收割田號、包裝規格。王力強
稱其為溯源管理系統，確保港人買到的每一棵
蔬菜都明確是誰種、誰收、誰運，明確肥料和
農藥用量，明確生長時間。

種菜熱悄然興起 借港拓國際市場

越做越大

寓做於樂

港 五味舖

理貨員把
蔬菜裝箱。
被訪者供圖

▲

▲種植員在
大棚裡漂盤
育苗。
香港文匯報

實習記者
芮田甜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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