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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和農場的蔬菜天和農場的蔬菜「「從田間到餐桌從田間到餐桌」，」，
品質保證可追溯品質保證可追溯。。 本報河南傳真本報河南傳真

■■每個天和農場都有每個天和農場都有
這樣一個氣象站這樣一個氣象站，，時時
時監控自然氣候的時監控自然氣候的
變化變化，，以便充分掌控以便充分掌控
氣候對蔬菜的影響氣候對蔬菜的影響。。

本報河南傳真本報河南傳真

■■天和農場的殺蟲天和農場的殺蟲「「武器武器」」——
誘蟲板誘蟲板。。 本報河南傳真本報河南傳真

■ 2014 年 7
月，美國金伯利
農場主夫婦受邀
參觀天和農場許
昌供港蔬菜基
地，雙方結為
「友好農場」。

本報河南傳真

■天和農場的農機清一色都是從美國買進。 本報河南傳真

■天和蔬菜在香港超市一直擺放在重要位置。圖為徐建敏
（右）在香港超市與消費者合影。 本報河南傳真

■天和蔬菜在香港超市價位相對高一些，但很受歡迎。
本報河南傳真

■■徐建敏說徐建敏說，，香港人喜歡吃草莓香港人喜歡吃草莓，，天天
和草莓將以和草莓將以「「新鮮新鮮、、健康健康、、放心放心」」的的
品質滿足港人的草莓情結品質滿足港人的草莓情結。。 高攀高攀 攝攝

「含哺而游、鼓腹而熙，交被天和，食
於地德。」走進徐建敏和他的天和

蔬菜王國，你不得不感歎這裡融天地之德，得
自然之氣。和記者約好採訪的這天下午，他剛
從市裡開會回來，河南省兩會召開在即，作為
內地現代化農業的引領人之一和河南省人大代
表的他又將為河南農業發展提出怎樣的建議？
「大忙人」、「沒架子」是他給人的第一印
象。當記者走進他設在農場裡的會客室，他一
邊熱情地招呼我們坐下，一邊讓人去採摘草
莓，接下來就朋友般地和我們暢聊起來。不時
地會有人找他簽字或匯報工作，「人到哪兒，
哪兒就是辦公室」。擁有上億資產和萬畝現代
農場的掌舵人是這樣一個平易近人的「實在」
人。接下來的談話中，一個自信、智慧、有想
法、有魄力、講信義又精明能幹的商人形象站
立在記者眼前。

金融海嘯 化危為機
出身軍旅的徐建敏，交友交心，信義當先。

最初和朋友一起做冷箱生意，因經營不善，合
夥人跑路，導致他重債壓身。後來一次機遇，

他峰迴路轉，憑藉着勇氣和實幹賺取了一筆資
金，償還了債務還做起了冷鏈運輸。當時的徐
建敏擁有300多輛冷鏈車，實力位居內地前
三，三全、思念、伊利、蒙牛等都是他的客
戶，是名副其實的「冷王」。
2008年，金融海嘯影響全球，徐建敏的冷鏈
運輸也深受影響。然而，這對徐建敏來說，並
非就是壞事。善於思考、極具洞察力的徐建敏
意識到：搞運輸，上游沒有話語權，下游沒有
定價權；一旦市場變化，自己將會損失慘重，
甚至破產。
一次偶然的機會，他接觸到香港一家專做供

港蔬菜的企業，立刻嗅到了裡面的商機，於是
轉行做農業。從2009年5月至今，他先後在河
南許昌、濮陽清豐，廣東惠州、從化、湛江，
雲南芒市，陝西太白，寧夏銀川等地開闢了12
個蔬菜基地，並推行南北多地域交叉種植和生
產基地區域化佈局的生產管理模式。呼和浩
特、成都、南寧、昆明、長沙等基地的規劃和
考察也正緊鑼密鼓地進行。
目前，河南天和旗下農場日產新鮮蔬菜50噸

以上，員工數千人。總部萬畝蔬菜基地已成為

國家農產品標準化生產示範基地、國家出口農
產品質量安全示範基地，是國家農業綜合開發
重點項目和國家節水灌溉重點示範項目……

讚港食安 監管完善
香港完善的法制和嚴格的食品安全監管制度是

徐建敏比較讚賞的，這也是他把市場瞄準香港的
主要原因。「食品容不得一點含糊，天和要做就
做高端。品質和質量是天和蔬菜的保障。」徐建
敏說，「天和蔬菜在香港市場要比一般的蔬菜貴
一些，不過很受歡迎。以芥藍為例，天和的芥藍
脆、甜、沒有絲，保質期長，這都是天和蔬菜能
站穩香港市場的原因之一。」
徐建敏的農場嚴格按照綠色蔬菜生產基地的

要求建設，土地該休養時休養，該換茬的換
茬，堅決杜絕農藥、化肥。如此，也會因為市
場的不穩定，有時候賺得心安理得，有時則賠
得心驚肉跳，但徐建敏堅持如一。他說，眾所
周知，香港對食品要求在全球都是嚴格的，甚
至極盡苛刻。供應香港市場是一種挑戰，最難
的市場做好了，還有什麼做不好的。目前，天
和農業在新加坡、韓國等地也開拓了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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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市場在香港市場，，每每1010棵菜心和芥藍棵菜心和芥藍，，就有就有11棵來自棵來自

河南天和農業河南天和農業；；每天消費每天消費100100萬斤蔬菜萬斤蔬菜，，就有就有3030萬萬

斤產自天和的萬畝農場斤產自天和的萬畝農場。。自自20092009年至今年至今，，天和蔬菜天和蔬菜

不間斷地從田間直達港人餐桌不間斷地從田間直達港人餐桌。「。「採摘時花蕾含苞採摘時花蕾含苞

欲放欲放，，送達時葉片嬌艷欲滴送達時葉片嬌艷欲滴」」是天和供港蔬菜的真是天和供港蔬菜的真

實寫照實寫照。。河南天和農業當家人徐建敏告訴記者河南天和農業當家人徐建敏告訴記者，，天天

和農場誠信為本和農場誠信為本、、品質保證品質保證，，種的是良心菜種的是良心菜，，讓港讓港

人吃的是放心菜人吃的是放心菜。。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利朱利、、高攀高攀 河南報道河南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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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天和農業供港澳的主要蔬菜有菜心、芥藍、西紅柿等20多個品種。在業
界，天和的蔬菜嚴格按照國家標準生產，並實行「一菜一碼」的追溯體系，國際質
量控制標準貫穿於選址、種植、採摘、切割、貯存、運輸每一個環節，被稱為「看
得見臉的菜」。

農場3公里內拒污染源
天和農場選址，統統距離公路30米以上，主路一律栽種30米的綠化帶，生產路兩
側一律栽種冬青樹等植物防止汽車尾氣的侵害，周邊3公里內杜絕醫院、工礦區、造
紙廠等一切污染源。同時對「預選」土地的土壤、水樣、農藥殘留、重金屬等進行
全方位檢測，並到氣象部門調取10年來本地區的氣象資料，如選址地曾發生過極端
天氣災害，基本會「落選」。在天和蔬菜基地，都有一套集收集、分析、數據庫、
預警等模塊為一體的氣象評估和預警系統。該系統為天和農業從蔬菜的播種、移
栽、生長發育和採摘期提供準確數據，達到科學栽培、澆水、施肥和病蟲害防治，
為基地蔬菜生產提供針對性、精細化服務。
針對蔬菜蟲害問題，除了人工逮、煙熏、硫磺嗆、辣椒水噴、草木灰灑、高棚

悶、天敵吃這些土法兒和物理法，並通過「深耕」和「輪作」除蟲害。
即便蔬菜採收，天和農場也有極為嚴格的標準，天和實行分級採收、分級包裝、採後預
冷、全程冷鏈運輸等一系列措施，所有上市蔬菜都必須要求新鮮、大小均勻、整潔美觀，
每捆菜上都纏繞有標牌、每個接縫處都貼有封條，確保出現質量問題可快速追查，並確保
中途不被調換；每個包裝箱內都放有冰袋、貼有標籤，上面註明備案號、批次號和蔬菜名
稱。河南省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對整個環節實施監控。從天和地頭到港人餐桌，每一步都是
安全的。

「中國現階段的農業水平相比美國要落後近百年，農業發展的關鍵是人才和技
術。」提及現代農業的發展，徐建敏有些神傷，「近些年，由於國家政策的扶持，
很多人都跟風做農業，但很多人並不清楚如何做真正的現代農業。現代農業不是打
着有機、綠色的旗號就可以發展得很好。」
在天和農業，種菜講究的是科學技術。蔬菜種子90%以上是自己研發繁育，種植

使用從美國進口的播種機進行精密播種，12個農場全部使用最昂貴的自動噴淋，大
型灌溉排水設施、人工增雨設備一應俱全，生物肥也是自己生產。天和農業還有設
施配套完善的蔬菜栽培實驗室，有自己專業的科研隊伍。天和從種子研發到田間生
產、物流配送都是自己做。
天和農業之所以開展南北交叉種植，不僅是保障天和農場一年四季都有新鮮菜，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留住人」。天和農場實行的是工廠化農場模式，農場工人分工
明確，各司其職。如果只有北方一個蔬菜基地，冬天來臨，土地深耕翻修，這些工
人就沒事做，就會另謀出路。而現在，他們可以跟着季節去種菜、摘菜、裝菜、賣
菜，一年四季有事做，一年四季都有菜。

「一菜一碼」追溯 被稱「看得見臉的菜」

超九成菜種自育
河南是內地活畜和蔬菜供港的始發地之一。自1962年來，河南已累

計向香港供應活豬近2,000萬頭、活牛逾30萬頭。此外，河南也是內地
最重要的供港蔬菜基地之一。記者從河南省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植檢處
獲悉：河南共有13家供港蔬菜企業，蔬菜的種植面積和總產量分別居
內地第二位和第三位。其中，河南境內直供港澳的蔬菜，三分之二來
自天和農業。

從上世紀60年代的「三趟快車」拉滿活畜直供港，到現在的高速公
路直達港人餐桌，港人的菜籃子問題時刻牽動着內地，內地供港企業
更是用心充實着豐富着港人的餐桌，把「放心菜送給自
己的同胞」是他們一直的追求。資料顯示，截至2013年
底，香港市場活豬95%、活牛100%、活雞33%、河鮮產
品100%、蔬菜90%、麵粉70%等皆來自內地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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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食材有多少來自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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