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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商打造福建「飛天農場」
引航天育種新技術 豐富百姓佳餚選擇

航天育種和轉基因食品有什麼區別？吃航天育種蔬菜會不會影
響身體健康？每每遇到這樣的問題，盧祖猛總是這樣娓娓道

來：「航天育種其實就是利用太空特殊的、地面無法模擬的環境
（真空、失重、宇宙高能粒子輻射等）的誘變作用，使種子產生
變異，再返回地面選育，是一種安全、高效的育種新技術。」

基地已種植29種作物
2010年，神州五號火箭系統總指揮黃春平教授與回到內地投資
的盧祖猛結緣。本着回饋桑梓之心和黃老先生的極力推薦，盧祖
猛旗下公司與「中國航天科技集團航天育種研究中心」合作成立
了內地唯一的省級航天育種研究機構——中國航天育種（福建）
研發中心。2012年，中國航天育種（福建）研發中心落戶福州，
育種基地先後落戶連江和閩清。
據盧祖猛介紹，諸如辣椒、西紅柿、茄子等航天蔬菜和航天花
卉等50多個品種將在福建省本土化試種，截至目前已經有29個品
種在閩清基地育苗。「今年秋天，遊客就可以一邊品嚐太空『美
食』，一邊近距離觀賞太空瓜果了」，盧祖猛自信地說。

結合互聯網拓商機
想打造「會飛的農場」，是航天育種的最早誘因。盧祖猛告訴

本報記者，受舅舅謝福鑫（著名農業專家）等家人的影響，自己
從小就喜歡現代農業，對這些「登過天」的太空種子充滿期待，
希望航天育種的成果能為中國農業造福。他希望，屆時，越來越
多的市民只需花費和普通蔬菜一樣的價錢，就能在家門口的菜市
場和超市買到這類太空蔬菜。
據盧祖猛介紹，基地內的航天植物園、航天育種科普展館等亦

在有序籌備中。今年3月，他又以「航天+智能+互聯網+農業」為
主題，合作成立了一家農業互聯網科技型公司，從事太空農產品
互聯網營銷。盧祖猛笑言：「通過互聯網，就可以讓許多航天育
種培育的、根據航天員食用標準培育的農產品端上千家萬戶的餐
桌了。」
2010年，盧祖猛任香港寧德市同鄉總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
2013年換屆連任。關於同鄉總會的工作，盧祖猛謙遜地表示：
「在其位謀其職，我主要是協助配合會長林忠豪做些聯絡服務工
作，為香港的繁榮穩定，貢獻一己之力。」2014年底，福建省委
統戰部部長雷春美到訪香港寧德市同鄉總會並說：「喜見同鄉總
會不斷發展壯大」，祖籍寧德的雷部長倍感欣慰。盧祖猛稱，這
是對同鄉總會工作最好的肯定和鼓勵。

在福建省古田縣鄉下的一間老
宅中，盧祖猛正為87高齡的母親
洗腳並聊着各種「家常」。雖然
工作繁忙，但盧祖猛每個月都會
拿出四分之一的時間去古田陪伴
年事已高的母親。盧告訴本報記
者，他的母親不習慣在香港生
活，但在故鄉福建古田縣城，有
至親近鄰，有青山綠水，她能活
得樂觀自在。
如今，母親依舊沿襲多年前早

睡早起的生活習慣，盧祖猛跟隨
着母親，同樣也習慣了早睡早
起。別人說盧祖猛是「大孝
子」，他卻不以為然，反而充滿
愧疚感，「我發現最好的孝順就
是實現母親的願望。母親的願望
還是為了兒女：家族健康、平
安、和諧、上進和不拖累兒女。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陪
伴母親的時間是他認為最重要、
最幸福的時光。
3月在古田老家，盧祖猛跟着母
親學會了「煮蛋茶」。按照當地

待客風俗，有客人來時便要沖泡給客人
喝。「在每個碗裡打入一、二個蛋並蒸至
半熟，用煮開的茶葉（可加艾葉）水沖澆
並攪拌，然後再加白糖、冰糖或者蜂蜜，
清香可口。」盧祖猛笑言：「煮蛋茶煮得
入味需要花點功夫，火候有得研究，不及
則嫩，過了則老。」他對自己從母親那學
來的手藝頗為自豪，回港後亦煮給親朋好
友品嚐，獲讚連連。

■2008年，盧祖猛陪同父母遊覽福州馬
尾。 本報福建傳真

盧祖猛認為自己是個枯燥的人，不是在家，就是
在圖書館，亦或遠足。在城市裡呆久了，盧祖猛總
會抑制不住自己想要遠足的心情。「2月帶6歲的兒
子去瘋玩了香港西貢的橋咀洲景區和甕缸群島景
區，找到了1.4億年的火山角礫岩、流紋岩、石英二
長岩等多種火成岩，那種心情讓我覺得精神上很富
有！」

拒絕填鴨式教育
關於教育，盧祖猛有自己一套獨特的觀點，他喜
歡在旅行中讓孩子潛移默化地接受教育，拒絕填鴨式
教育。「讓孩子在旅遊中去真正體驗自然、快樂才是
最重要的」，「我帶兒子去青藏高原的長江源頭，雖
然他歲數還小，但卻會用心認真地去了解長江流域

圖，收穫頗豐。」
去年10月，盧祖猛和親友一起駕車去青藏高原，

這已經是他第二次去這個無限神往的地方。然而，
「獵豹越野車在怒江大峽谷跑了幾天後突然『發脾
氣』了，半路拋錨，最終只得以拖車收場。拋錨點附
近只有一戶人家，在等待拖車期間，善良的傈僳族大
媽把我們從月黑風高的江邊請進屋裡並熱情招待，我
們真的很感恩。」旅途中短暫的出手相助卻讓盧祖猛
一直念念不忘。
林芝，在藏語裡意為「氏家庭的寶座或太陽的寶
座」。今年，盧祖猛打算抽時間去一趟林芝，在他認
為，旅行的意義，不是炫耀，亦不是逃避，而是為了
給自己換一種新的眼光，甚至一種生活方式，給生命
增加多一種可能性。

教子有道 回歸自然

■在湖南考察航天育種商務活動期間，盧祖猛（左）與中國航天育種（福建）研發中心總顧問黃春平相談甚
歡。 本報福建傳真

形如鑽石的番茄、五顏六色的朝天小辣椒、如同大

紅燈籠的南瓜，這些來自「飛天農場」的農作物是由

內地唯一的省級航天育種研究機構——中國航天育種

（福建）研發中心培育的。中心負責人之一的港商盧

祖猛，希望將航天技術應用到福建省的現代化農業

上，用行動來證明航天育種作物的安全性和高效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

經營粵菜十八載 港人古都響名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 西安報道）

儘管唸書不多，但林偉江知道，只要通過自
己努力抬高自己，別人就會尊重自己，尊重
做餐飲的人。
隻身從香港來到西安，林偉江明白在異鄉

打拚的不易。所以作為總經理的他會特別為
餐廳員工着想。「他們想的東西都是我能想
到的。」林偉江說，尊重他人，最起碼的是
要換位思考，「我會站在他們的位置上思考，
他們在住宿方面希望得到怎樣的對待，對工
資待遇的期望是怎樣的。」
同時，林偉江也會經常給員工培訓，要

求員工尊重自己，尊重客人，給客人以最
好的服務，展示最好的形象。「顧客可以
看低我們做餐飲的，但是我們要抬高自
己，受人尊重。」

攜妻定居西安
長期的西安生活讓林偉江愛上了這座古

城。這裡的文化、這裡的人、這裡的環
境……林偉江在工作的同時也在享受這一
切。如今，他和妻子已在西安置家，有時
會回一趟香港。
林偉江說，西安就是自己的第二故鄉，

作為地道的南方人，他如今已能接受羊肉
泡饃和拉麵，略微鍾情蒸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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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 西安報道）見證了內
地經濟的飛速發展，林偉江對內地和香港的認識也更
加深刻。他告訴記者，以前英國對港殖民統治，就是
一味灌輸英國文化，但內地對香港卻很包容。談起香
港發生的「佔中」和「反水客」事件，林偉江表示，
香港和內地都是同胞，親如手足，應該互相包容，共
同發展。
林偉江說，香港經濟雖然起步早，但是在重質量

和服務的同時，受限於地方小；而內地近年來環境
不斷改善，管理服務質量提升，人力資源豐富，早
晚會超越香港。他認為「中國香港」是非常光榮的
稱呼，如果沒有了「中國」，香港便不再光彩。
他續稱，香港有的人心胸不寬，為了利益想法太多，
太過狹隘。而在西安工作的18年中，他卻深深地感受
到西安文化的包容性，在這裡工作讓他很舒心。他希
望香港和內地也能像手足一樣，互相包容。

兩地需互相包容

■林偉江 張仕珍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 西安報道）在西安工作了
18年，林偉江清楚地記得西安餐飲在這期間的每一個起伏。
「1997年時還很冷清，2002年開始紅火，2008年達到高峰，
2012年開始低潮……」
林偉江告訴記者，從2002年起，西安餐飲業開始了風
光的日子，營業額每年遞增10%至50%，最好的時候可以
達到成倍增長。這與他最初來到西安時，餐飲的冷清形成
鮮明對比。「我剛來的前幾年，只要逢年過節，基本都是
在家看電視。老百姓慶祝節日的方式以家庭聚餐為主。到
2009年時，年夜飯已經紅火得不行，不提前預訂可能都
進不了餐廳。」林偉江說，但是好景不過十來年，從
2012年開始，內地餐飲猛跌谷底，營業額以40%的速度
銳減。「去年開始反彈一點，但是餐飲仍然處於低潮

期。」

轉推大眾菜品
在這一輪大洗牌中，林偉江適時而動，對餐廳進行了大
幅度的調整，將原來的高檔次餐飲降低門檻，改為中檔餐
飲，菜品更家常，更精緻，價格也更適中。原來的「阿林
鮑魚」也更名為「阿林飯堂」。
林偉江稱，隨着中共八項規定的出台，內地餐飲遭遇重創，

轉型是勢在必行。「現在下班後沒人請客了，大家都各自回
家吃飯，一些大型餐飲和酒店難以為繼，店面銳減。」
儘管曾經的高營業額一去不復返，但林偉江同時表示，反

腐倡廉的規定讓民生有希望，國家有希望，即使少賺些錢，
也很值得。

內地餐飲遇寒冬
阿林轉型渡危機

■■阿林餐飲總店阿林餐飲總店———阿林飯堂—阿林飯堂。。
本報西安傳真本報西安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 西安報道）香港回歸
前，林偉江一直在香港的一家餐廳做經理，遙遠的西
安從未進入過他的世界，他也不知道西安在哪裡。1997
年香港回歸後，一個偶然的機會，林偉江被朋友介紹
到西安發展，抱着試一試的心態，他投身粵菜高檔餐
飲管理，一待就是18年。在見證西安經濟騰飛的同時，
這裡也已成為林偉江的第二故鄉。
林偉江至今仍記得，1997年他來到西安的第一個
大年三十，餐廳裡沒有一個客人，他只好獨自在家
看春節聯歡晚會。但這種現象在2003年之後不復存
在，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西安人的年夜飯從家裡
挪到了餐廳，林偉江這才開始了一個餐飲管理者的
忙碌。

曾做9年服務員
作為「阿林飯堂」的總經理，50歲出頭的林偉江

精氣神十足。但說起自己的從業路，林偉江告訴記
者：「那時我剛十二三歲，覺得讀書是人生最辛苦
的事，也不喜歡父母給我安排人生道路，所以寧願
出去辛苦工作，也不願待在學校讀書。」年紀太
小，只有做餐飲最合適。服務員的工作一幹就是九
年。
「23歲的時候，我突然感覺自己太不成熟，一直

在原地踏步。我問自己難道接下來要一直做服務員
嗎？」林偉江說，路是自己挑的，只能對自己負

責。於是，他下定決心改變自己。半年後，林偉江
升為餐廳領班，再過一年，有人挖他到台灣去做副
經理。台灣工作兩年後，林偉江回到香港，在一家
餐廳從主管做到經理。

已擁有4家店面
林偉江覺得總是待在一個地方很沒意思，於是在

1997年10月，經朋友介紹，35歲的林偉江來到西
安，希望一展抱負。
當時國內流行「阿」字打頭的名字，投資者都知
道林偉江叫阿林，於是他就將餐廳命名為「阿林鮑
魚」，定位為高檔餐飲，推出魚翅、鮑魚、燕窩等
高檔菜品。「心裡其實還挺害怕的，因為西安當時
太落後，經濟剛剛起步，高檔餐飲沒有相應的水
平，好在投資者願意往前推，我就想着做好自己的
本職工作，不管有沒有明天，先做好今天。」林偉
江說。
「隨着到西安發展的廣東人和香港人越來越多，
粵菜也慢慢打開了西安市場。」林偉江說，剛到西
安時，他感覺西港兩地的經濟社會相差至少20年，
但如今他認為這種差距差不了5年，有些方面西安
甚至已經超越香港。
18年來，林偉江主管的阿林鮑魚在西安市場不斷

壯大，阿林餐飲旗下如今已在西安和延安兩市擁有
4家店面，成為陝西餐飲一張亮麗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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