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汛展是於2010年來到宣威種植供港蔬菜的，至
今3年多，每年都遇到不同自然災害的侵襲。

「2010年，基地下大雪，10分鐘不到地裡的菜就全壞
了；2011年一場冰雹，幾百萬沒了；2012年連綿細
雨，菜地無法耕，只能靠人把苗一棵棵移栽到地裡；
2013年冰凍災害，當地人都說幾十年沒見過這麼冷的
天，一下又虧300萬。」

連年遇天災 冰雪凍壞菜
回想起去年底的那場大雪，周汛展說，公司位於曲
靖市宣威熱水鎮陡溝村的3,000畝供港蔬菜基地在這場
雪災中全部受災，菜全部凍壞，昔日繁忙的菜場一下
靜寂下來，只有近20個工人在忙給基地的大棚安裝
噴灌的裝置、翻耕整理菜地。雪災的來臨，讓基地的
春耕整整提前了一個多月。

樂觀迎困境 蝕錢煩留人
雖連續多年遭遇不同的自然災害，周汛展始終樂觀
應對，但回想起第一年應對災害來臨時的困境，仍感
慨良多。「第一年真是好難。難關一道接一道，沒有
其它辦法只能慢慢熬。當時基地上的工人都是當地招
的，雪災一來，工人走了再招就更難。當時既要面對
雪災帶來的幾百萬虧損，還要考慮如何留住工人，讓
剛建成的基地慢慢恢復和趨於穩定。」
努力用心終有收穫，基地上的工人從最初托人去
找，到後面都是工人介紹新的人來做。「工人大都是
附近的村民，在臨近村莊的菜地裡工作，既能照顧家

裡，又能領到固定合適的收入，很受當地人的喜
歡。」

基地海拔高 路遠諗放棄
周汛展說，其實在選擇蔬菜基地時，也考慮到這個地

區的海拔在2,000米以上，兩天不見太陽，氣溫就低得
厲害。對種植蔬菜來說，面臨太多無法預計的天氣因
素，但綜合考慮後，還是把基地定在了這裡。「我們在
找尋基地的途中，因為這塊地位於大山深處路途遙遠，
走到半途曾打算放棄尋找，可待車翻過山嶺，這塊有
良好水源，廣闊的平地就出現在眼前，當時真有柳暗花
明的感覺。除了天氣狀況無法把握外，這裡有非常好
的水源、自然環境、連片開闊的土地，非常難得！」
基地剛選好時，還是一片芒草叢生的荒蕪之地，也

沒有成型的溝渠縱橫。一年多的時間，周汛展就和工
人一起把這塊蠻荒之地整理成清水流淌，大棚密佈、
菜地青青的供港蔬菜基地了。
談起建設基地的艱辛，周汛展笑言，不過是挽起褲
腳穿上雨靴下地去，然後被高原的陽光曬成古銅色，
比起應對自然災害帶來的困難，開拓荒地還是要樂趣
更多些。

種新品白菜 耐寒口感佳
凡事有得必有失，反過來也一樣。基地雖連年遭遇自

然災害，但獨特的氣候亦使基地意外地生長出一個新的
蔬菜品種，讓周汛展驚喜不已。「2年前，我們發現一個
新品種的白菜，個頭非常大，非常耐寒，而且品質和口

感都非常好。所以我們就留下了一些種子，正在做實
驗，待培育成功後，再大規模種植這種耐寒的蔬菜。」
自然災害給基地帶來的虧損，一度讓周汛展頗感壓
力巨大。不過培育出極度耐寒的好口感蔬菜、菜場技
術師傅的寬慰，當地工人視基地如家地勤力工作，讓
他對於雪災後的生意充滿了信心：「瑞雪兆豐年！大
雪會把地裡的蟲卵凍死，新種植出的蔬菜蟲害會少很
多，品質也會更好！」

設銷售零售點 月50噸菜運港
從1996年開始做蔬菜銷售工作開始，周汛展與蔬

菜打交道已近20年。現在他經營的龍華高原農業開
發有限公司在香港有3個銷售點16個零售點，每個
月有近50噸蔬菜從曲靖宣威的基地運到香港出售。

躬身記氣溫 盼索精化經
從事蔬菜種植這麼多年，周汛展曾被朋友笑話「死腦

筋」。「朋友常勸我，種蔬菜不用這樣親力親為，把種
子和技術交給農戶種就可以了，或可轉行另做其他。可
我覺得做事一定要專心，只要覺得生活過得去，就想低
頭用心做好喜歡的事。種菜對我來說是工作也是樂
趣，我們每年都精心地記錄每天的氣溫高低、蔬菜的

大小等，希望從中能夠摸索出一套規範且精細化種植蔬
菜的可行性經驗，可以為蔬菜精細化種植提供參考。」
「從生意角度來說，人們對食品安全越來越重視，
蔬菜是日常必需品，只要種植的蔬菜生態優質，前景
是非常好的，做這門生意不會被淘汰。」對蔬菜種植
如此鍾情的周汛展常常親切稱呼菜地裡成畦成畦的蔬
菜為菜寶寶。

擬建農觀園 供種無害菜
在摸索精細化種植蔬菜經驗的同時，周汛展還打

算和朋友一起打造一座生態農業觀光園，讓居住在
城市的人可以到此自己種植無公害蔬菜，自己採
摘，自己烹煮來吃。「我們打算一部分地用來做田
園體驗，一部分用來做休閒農莊，讓城市人體會種
植的樂趣和成就感的同時，也能遊山玩水親近自
然，品嚐到無
公害的放心蔬
菜。基地附近
有清澈的山
泉、湖泊、梨
樹、桃樹、飛
鳥、村莊、菜
園，在這做生
態農業觀光園
最 合 適 不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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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北上出差及
遊玩經常遇到「打
車難」的問題。近

日，「嘀嘀打車」、「快的打
車」等手機應用軟件迅速在全國
60個城市出租車市場推廣，這類
軟件能方便港人通過手機呼叫、
預約的士，也可幫助的士司機尋
找乘客。打車軟件與手機支付軟
件聯通，港人乘坐的士達到目的
地後，可用微信等付的士費。由
於目前處於優惠期，市民使用軟
件打車還可獲不超過20元人民幣
的補貼。

可預約 選時半小時至3天內
「嘀嘀打車目前已經和百度地

圖、高德地圖、去哪兒網等應用
軟件合作，覆蓋了全國 60個城
市。軟件操作簡單，乘客可通過
appstore等各大應用平台下載「嘀
嘀打車」軟件，註冊後叫車，點
開「嘀嘀打車」乘客端界面，語
音簡單說出出發地點，系統會將
語音用車需求發給周圍5公里以內
的安裝「嘀嘀打車」司機端的出
租車駕駛員。」「嘀嘀打車」華
南區域的負責人歐陽莉介紹稱，
嘀嘀打車除了可以即時聯繫附近
出租車外，還可以預約的士，預
約時間可以選定30分鐘到3天之

內的任一時間段，「快的打車」等軟件也都有類似功能。
記者下載了「嘀嘀打車」客戶端體驗，10分鐘就叫到了一輛

出租車，接單後該出租車就會在軟件地圖中顯示位置，司機和
乘客均能隨時通過GPS定位功能看到對方距離及所需時間。在
這輛出租車距離乘客還有200米時，系統會提示乘客「車將
到，請在路邊等待」，亦會收到對方的聯繫方式，可用電話溝
通具體時間和地點，方便乘客根據時間去到地點等車。由於目
前處於優惠期，使用軟件可獲軟件運營商提供的補貼，短途費
用與坐普通公交車相同。歐陽莉表示，這類打車軟件目前都已
經覆蓋了iOS, Android和Winphone三大智能手機平台系統，所
有智能手機都可安裝使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花 東莞報道

在珠江源頭的曲靖
宣威，周汛展收穫了
愜意的山野生活樂
趣，也收穫了事業藍
圖的完美實現。在建
設出 3,000 畝蔬菜種
植基地的基礎上，周
汛展一直盼望打造的
生態農業觀光休閒園
的計劃在今年的初春
三月拉開了大幕。
周汛展的宣威龍華

高原農業開發有限公司與深圳市匯亞創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日前簽署相關協議，啟動匯亞．龍華項目，將資本運作與農
業實業發展相結合，開啟當地農業發展新先河。周汛展表
示，匯亞在提供發展資金，協助企業規範運作，引入行業先
進技術，提高合作方盈利水平方面有豐富的經驗。與匯亞合
作，將通過資本運作使龍華農業實業產業的發展參與升級到
資本市場的發展中去，增強發展實力，更好地打造休閒養生
娛樂的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高效農業系統。

從繁華都市香港來到這個距離昆
明近4個多小時的基地種植蔬菜，會
否覺得山中歲月太過沉悶？周汛展坦
言，在社會打拚多年，最嚮往的就是
陶淵明《歸園田居》中描寫的淡然自
然的田園生活，加之自己天性喜愛自
然，小時常去野外露營，來到這裡打
理蔬菜基地與自己喜愛自然的天性更
加合拍，山間歲月容易過，樂趣無
窮。

養馬逛菜園 睇生長迷
「一次去附近的集市閒逛，看中
一匹正在售賣的棗紅色小馬，有三
隻蹄都是白色的，喜愛得不得了。

買下小馬，牽回基地，每天早上起
來第一件事就是牽小馬去逛菜
園，常想等它長大就可以騎心
愛的馬兒逛菜園了。」周汛展一臉
陶醉地說。
除了能夠感受到在香港生活時無法

體會的田園生活，多年種植蔬菜也讓
周汛展變得對天氣、自然非常敏感：
「雲厚第二天霜就少些，前天晴天第
二天就有霜了。閒來逛菜園看蔬菜
一天天變樣，自然生長的魅力讓人
迷。蔬菜種植有時令，生長有自然的
節奏，天氣有其固有的規律，這些對
自然的體會讓人變得不急躁，更容易
順應自然、平心靜氣地生活。」

■現在大棚成片，菜畦青青的基地。 受訪者供圖

■三年多前尚在建設中的蔬菜基地。 受訪者供圖

港商滇開菜園
出事業版圖
周汛展克服自然災害 拓荒有成樂趣多種

引資拓農業 啟當地先河閒時做「龍友」 QQ分享美景
在基地工作，目之所及的
隨處美景，讓周汛展愛上了
攝影，變身拍客達人。他常
常在閒暇時拍下綠菜地、藍
天白雲、清澈湖水、皚皚白
雪，在微信(QQ)上和香港的
朋友一起分享。
基地所在地的陡溝村，滿

溢清澈山泉水的溝渠環繞
整個蔬菜種植基地，基地旁邊有一個水庫，不遠處有一個自然形成的湖泊，
遷徙的鳥兒在湖邊的樹枝上築窩。「這裡自然景致非常漂亮，而且四季景色非
常分明。春天山野間綠樹發芽，菜地青青；夏天村莊間青綠的梨和桃掛滿枝
頭；秋天碧藍的天空下，藏藍的湖泊邊，漫山遍野都是盛開的格桑花；冬天白
雪皚皚，靜謐的湖水，光禿的樹幹也別有一番味道。」悉數起山居種菜歲月中
所感受到的美景，周汛展言語之中滿是對自然的細微體會和感觸。

擬初秋邀友 感受拍攝樂
自然風光美景如斯，周汛展打算在基地舉辦一個攝影活動：「愛自然，拍自

然，自然樂趣無窮！有意在初秋的時候，邀請一些朋友來拍攝這裡的自然風
物，感受自然美景和拍攝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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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在珠江尾的香港葵涌長大小時在珠江尾的香港葵涌長大，，如今在珠江源頭的曲靖成立宣威市龍華高原農業開發有限公司如今在珠江源頭的曲靖成立宣威市龍華高原農業開發有限公司，，

並在宣威熱水鎮陡溝村種植並在宣威熱水鎮陡溝村種植33,,000000畝供港蔬菜畝供港蔬菜。「。「汛展汛展，，有水有發展有水有發展！」！」港商周汛展這樣解釋自己港商周汛展這樣解釋自己

與這條江流的不解情緣與這條江流的不解情緣。。從珠江尾到珠江源從珠江尾到珠江源，，在開拓出供港蔬菜種植事業新版圖的同時在開拓出供港蔬菜種植事業新版圖的同時，，面對當地良好的自然面對當地良好的自然

生態環境生態環境，，周汛展又萌生出事業新的發展方向周汛展又萌生出事業新的發展方向，，並在其中尋到歸園田居並在其中尋到歸園田居、、樂歸自然的寶貴樂趣樂歸自然的寶貴樂趣。。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艷娟李艷娟曲靖報道曲靖報道

■蔬菜基地周圍的美麗景致，讓周汛展變身拍客
達人。 受訪者供圖

■工人在安裝噴灌設施。李艷娟攝

■ 周 汛 展
（右）引入
資本助力農
業 實 業 發
展。圖為匯
亞·龍華項
目啟動儀式
現場。
本報記者
李艷娟攝

■嘀嘀打車等軟件使用簡
單快捷。 深辦發

■■周汛展閒暇時和朋友周汛展閒暇時和朋友
在基地附近的湖邊遊在基地附近的湖邊遊
玩玩，，樂歸自然樂趣多樂歸自然樂趣多。。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雖三年遭遇不同的自雖三年遭遇不同的自
然災害然災害，，但周汛展始終但周汛展始終
樂觀應對樂觀應對。。 李艷娟李艷娟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