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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一個初出茅廬進城讀大學的農家孩子，到隨市場大潮放棄國有體制獨自下海，如今陝西省政協委員、

西安鼎天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濤執掌着兩家分別在美國紐交所和納斯達克上市的公司。從信息產業出發的

李濤現在將重心放在綠色有機農業上，用十幾年的時間探索出一條獨特的高端農產品商業模式。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王曉雪、馬玉潔

■陝西省政協委員、西安鼎天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濤，用十
幾年探索出一條獨特的高端農產品商業模式。

「徹徹底底的相機愛好者」

的「啞鈴」農業
鼎天集團的農業產業結構，被李濤形容為

「啞鈴型」的有機農業佈局，「一頭是農
田一頭是城市」。集團旗下的中國綠色農業
（NYSE:CGA）主要進行綠色農業生產資料的
研發、生產與銷售，以農用腐殖酸肥料為主，
2008年在紐交所上市。今年三月鼎天成立珍佰
糧行公司，通過線上線下銷售，向社會高端人群
提供健康的系列食材。

兩頭粗中間細的「啞鈴」
「啞鈴兩頭粗中間細，一頭就是把工業品——
農業生產資料賣給農民；另外一頭是把農民生產
出來的最好農產品賣給城裡富有的人。」李濤解
釋說。在農業生產資料這一頭走得比較快的同
時，李濤在農產品進城上一直在探索適宜的商業
模式。
「這個過程中我們開了很多家店，開店是為了
關，關的目的是為了摸索農產品進城的模式。」
從會員制發源的珍佰糧如今擁有2萬多線下會
員，而李濤並不急於膨脹式的發展，也不建設實
體超商銷售產品，而選擇把目光放在線上零售。
如今全產業鏈的珍佰糧行建起了900lh.com線上
平台，產品也走出內地，正式進入香港。

品質才是核心競爭力
在李濤看來，品質是鼎天的核心競爭力。「我
們一開始是做肥料，肥料賣到全球各地，我們就
知道全世界哪裡最適合哪種農產品種植。」全球
分佈有238個基地的珍佰糧，從新西蘭的蜂蜜、
葡萄酒，葡萄牙的橄欖油，哥倫比亞的咖啡都是
找「最好的產地」。「蜂蜜從養蜂到蜂膠、蜂蜜
酒等各種蜂產品的加工我們全程嚴格控制，橄欖

油從最初橄欖樹的種植都用的是我們自己的肥
料。」
因為品質有保證，在收購上李濤也採取了與

眾不同的模式。在黑龍江五常五萬畝的大米基
地，珍佰糧不提前與農民簽訂單，農民也可以把
大米賣給別人。「但我承諾比別人高出百分之五
到百分之十的價格收。前提是必須按照我的品
種，用我的施肥標準和體系。因為我做的施肥體
系裡，第一食品安全有保證，第二要比不科學地
使用化肥還省錢，說白了就是一個高質量服務的
問題。」
「我們所有的農產品和食材在市場上不管花多

少錢都很難買到。」以雞蛋為例，「顆顆都是受
精卵」是珍佰糧土雞蛋的起碼標準，每個雞蛋是
哪隻雞所生都可以明確追溯。「現在工廠化養殖
的雞，公雞母雞從生到死都不見面的，不可能是
受精卵。」李濤說，他的土雞蛋經常脫銷。

世外桃源般的生態基地
盤龍山下的陝西省安康市石泉縣喜河鎮，因

相傳這裡盤踞着一條巨龍而得名，珍佰糧的盤龍
山生態基地就建在這裡。基地佔地三萬畝，開車
無法駛入，只能坐船渡過漢江再進入。李濤介
紹，盤龍山基地的農作物不施任何肥料，因為
「多年來形成的枯枝爛葉隨着山泉流下來，就是
最自然的肥料」。
在農民眼中不值錢的地方，李濤則認為頗具

價值，其中種植環境的原生態在他看來是最珍
貴的。盤龍山基地所在村子有河流11公里，寬
至800米窄則300米，水深40至50米。李濤帶
領員工一直在尋找礦泉水，候選三處水源的檢
測結果顯示盤龍山的水含硒、含鍶最高。「北

京今年底要喝南水北調的漢江水，這水就從這
裡來。」
一年四季雲霧繚繞的盤龍山，珍稀的野生菌
種在下雨之後隨處可見。「大家知道牛肝菌等
是最貴的野生菌，要是昨天剛下雨今天就進樹
林裡去採，一個婦女一天能採三四筐。我前兩
天去過兩趟，每一趟我都拔到了兩根野生靈
芝。」李濤同時正準備在一些生產基地建設度
假村，為會員提供休閒服務的同時，也能讓他
們了解自己吃的食物長於何地。

食品安全需把握準確概念
擔任了十五年的中國綠色食品協會副會長，李

濤說自己對食品安全的投入最多。在他看來，現
在很多人重視食品安全但並不清楚其準確概念。
李濤舉例說，現在市場上很多蔬菜都是使用激

素的，「像黃瓜，買了之後包上保鮮膜放進冰
箱，有可能今天買的一斤，明天就『佔便宜』變
成一斤一両了。照理說它一旦摘掉，放在冰箱裡
光合作用停止，不應該再有新陳代謝，但激素讓
它的細胞繼續分裂或是膨大，所以它還能
『長』。」
拿蜂蜜來說，很多人以為農家養的蜂蜜好，

其實應了解蜂蜜怎麼形成的才能判斷好壞。李
濤說：「蜜蜂採的花蜜經過其體內的物理化學
過程變成蜂蜜，這是形成機理。沒花的時候蜜
蜂要吃夏天攢下來的蜂蜜。但現在咱們把它的
蜂蜜吃了，要想冬天產『蜜』或是平時提高產
量只能餵它糖水。而白糖蜂再吞嚥也是白糖，
成不了蜂蜜。」市場上很便宜的「很難是純正
的蜂蜜」，「買回來沉澱結晶後，能清楚地看
到一粒一粒的白糖。」

除農業產業之外，李濤在信息產業上也耕耘了十餘年。鼎天
旗下的西安聯合信息技術（NASDAQ:KONE）在無線信息化
應用等領域一直走在業界前列，2010年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
聯合信息參與建設的北京市應急管理平台，在奧運安保、重大
會議保障及重大活動的地面應急指揮上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李濤介紹，北京市應急管理平台是結合視頻監控技術、無線

通訊技術以及移動互聯網技術，為北京市應急管理工作定制開
發的，它基於有線的圖像管理平台和手持移動終端應用的無線
應急管理平台。通過這一系統，不僅可以觀看突發事件現場的
實時畫面，還可以通過移動終端應用隨時隨地查閱信息，實現
了跨區域的信息共享與資源調配，提升了應急工作效率。「北

京大街小巷的應急指揮調度系統都是我們一手建起來的。」

無線關愛計劃 關注兒童眼健康
聯合信息還與美國高通公司合作，從2009年開始合作推出

持續三屆的公益項目——無線關愛計劃。去年該計劃與中國
兒童少年基金會聯合推出「移動眼健康項目」，通過聯合信
息開發的移動應用、高通移動處理器支持的智能手機及3G無
線網絡，協助內地欠發達地區的醫生對兒童弱視的篩查信息
和治療信息進行採集和整理。目前有50個鄉鎮一級的診所在
日常診療工作中常規使用該系統，另有71個診所已註冊在未
來幾個月開始使用。

李濤稱自己是一個「徹徹底底的
相機愛好者」，他自言，在華人圈
中自己的相機收藏都是值得稱道
的。從文萊國王的鑲鑽鍍金相機、
建國六十周年限量版相機到國外戰
地記者飽經戰火的相機，他共收藏
了上萬台徠卡相機，「很多都是唯
一」。
因為工科的專業背景，李濤說自
己對於工業品存在着一種喜好。手
中拿着一個鏡頭油漆斑駁的徠卡相
機，他說自己拍照從來不用新鏡
頭，因為曾經的奢侈品和現在的消

費品「沒法比」。「徠卡近一百年
的鏡頭跟現在的相機還都能很好地
適配，而黃斑對焦是30年代開始的
技術，到現在沒變過。隨便拍一張
照片，都有亮有暗，細節清晰。」
作為收藏家，李濤還愛好字畫、青
銅器、古代兵器。他曾經有103把戰
國劍和200多把匕首，而現在只剩一
對匕首和一把戰國劍，「都是朋友們
你一把我一把，誰喜歡就拿走了。」
然而他還悉心保存着從小到大的一套
珍貴的青銅鼎，「因為我們叫『鼎
天』嘛。」

人民政協的人民政協的「「前世今生前世今生」」

參與建設北京移動應急管理平台

■鼎天旗下的西安聯合信息技術鼎天旗下的西安聯合信息技術，，20102010年在美國年在美國
納斯達克上市納斯達克上市。。

■鼎天集團旗下的中國綠色農業鼎天集團旗下的中國綠色農業（（CGACGA），），
20082008年在紐交所上市年在紐交所上市。。

「先有新政協，後有新中國」
最令政協人引以為傲的是，新中國是通

過人民政協這一形式創立的。也即通常所
謂「先有新政協，後有新中國」。從夏商
周起，華夏大地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改朝換
代，自然也就要不斷地「建國」。但是，
為什麼偏偏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卻需
要有人民政協的誕生呢？
只因此次建國與從前之建國的環境大是

不同。古代中國沒有「民主」這一概念，
建國就是一家一姓的事。誰打下江山誰就
坐江山，「奉天承運」，合法性自然產
生。只要開朝聖主擇日登基，百官朝賀，
新的紀元就開始了。
然而，到了近代中國，特別是二十世紀

前後，有兩位先生——「德先生」和「賽

先生」闖了進來，漸漸影響了中國人的思
維和行為方式。《禮記》中「天下為公，
選賢與能」的思想，以全新的姿態再次萌
芽。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之後，民主共和
的立國理念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迅速滌
蕩「家天下」的封建觀念。經幾個回合的
較量後，帝制永遠埋葬。從此，無論是
誰，無論哪個政黨，若想在中華大地上建
立一個新的國家，必須經得人民的同意，
也即必經民主的程序，方得獲政權之合法
性。這一理念，隨着革命的不斷深入，不
僅深植於知識分子與中上層人士心中，而
且逐漸成為普天下的共識、不可逆的潮
流。
1911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時，天下

猶滔滔。孫中山先生雖眾望所歸，仍率先
垂範，以17省代表選舉之方式獲臨時大總

統之任，絕不以事態之緊急而廢民主之進
階。這一模範一旦確立，後來人若有以帝
制自為者便是自絕於天下。袁世凱、張勳
便是殷鑒。蔣介石先生未嘗無專制之心，
但在中華民族抗戰結束之後，迫於國內外
壓力，國民政府猶不得不商中共及各民主
黨派召集政治協商會議（今稱「舊政
協」），討論和平建國方案，未敢以一黨
一派之強力自尊。1948年敗象叢生之際，
蔣先生以行憲國大之虛儀圓「憲政總統」
之好夢，雖代表性牽強，猶不敢棄民主之
形式。
所以說，政治協商這一民主形式，是「德

先生」和「賽先生」帶給中國人的禮物。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

下，中國共產黨迎來了建
國的重大命題。

編者按：政協，作為一個政治存在，已是舉世皆知。但是，政協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組織，發揮什麼樣的作用，與我們中國人的生活有何干

係？不但許多外國人搞不懂，許多中國人也不懂，甚至一些黨政幹部也語焉不詳。在中共十八大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建設、人民政

協迎來新新的歷史機遇之時，本刊特邀供職於全國政協辦公廳的宿正伯先生創作系列文章，深入淺出地介紹人民政協的昨天和今天，與讀者

朋友共享，並以此此向人民政協的第65個生日獻禮。

宿正宿正伯先生在全國政協辦公廳工作十餘年，現任全國政協辦公廳秘書局總值班室副主任，不僅對政協工作及歷史有一定研究，而且有較

好的文學修養學修養，曾出版《道不盡的論語》、《我讀冰鑒》、《草根譚》等著作。自本期起，《人民政協的「前世今生」》以連載的形式刊出。

宿正伯

■出席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的中共代表合影。前排右起：毛澤東、徐特立立、、吳吳
玉章玉章、、董必武董必武、、林伯渠林伯渠、劉少奇劉少奇。中排右起：齊燕銘、周恩來、彭真彭真、、李克李克
農農、、安子文安子文。。後排右起後排右起：：陸陸定一、徐冰、陳雲、劉瀾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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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濤收藏了上萬
台徠卡相機，很多
都是唯一。

■■珍佰糧盤龍山生態基地珍佰糧盤龍山生態基地。。

李李濤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