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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建造師轉行
建供港蔬菜基地
萬畝農場期待合夥人 盼港資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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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家質檢總局《關於開展2015年供港蔬
菜中農殘項目專項檢查工作的通知》，河南出入
境檢驗檢疫局已啟動供港蔬菜農殘項目檢測工
作，並將於6月30日以前完成總樣品數50%的抽
樣和檢測任務；剩餘50%樣品於後半年抽取，進
一步加強對供港蔬菜檢驗監管，排查存在的質量
安全風險。」河南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動植檢處喬
曉亮告訴記者。
據悉，供港澳的產品從種養殖基地，到加

工、銷售環節，都需進行備案。蔬菜的農藥殘
留、重金屬等數百項指標，也必須通過安檢。
地方檢驗檢疫局除了對基地加強日常監管外，

還擔負着指導基地如何避免廠區污染、如何正
確使用生物農藥，甚至對基地的日常管理都要
進行監督管理。
「以『春畦』為例，河南十三個供港蔬菜基地
中，它的位置偏南，區位優勢比較明顯，春季第
一茬的供港蔬菜成熟期較其他地方早一些。在檢
驗檢疫局的指導下，該基地去年已通過備案，在
管理方面有一定的提高，相關制度還待進一步完
善。我們除了定期去基地檢查，還指導基地如何
施藥用肥、如何管理採摘蔬菜工人，甚至幫助他
們進行員工培訓，從各個方面保證供港蔬菜的安
全和質量。」喬曉亮說。

啟供港蔬菜檢測 確保安全與質量

老田的園區除了菜地裡一
排排挺直的噴淋設備外，公
司一入駐就投資400多萬元
將輸送沼液的管道鋪到了雙
匯生豬基地。老田介紹，
「春畦」 幾公里之外就是
雙匯全國單體規模最大的生
豬繁育基地，園區利用雙匯
20萬頭生豬的廢棄物，經
科學處理後的沼渣、沼液經
地下管道流通，直接灌溉農
田成為園區的有機肥源。既
減少了生豬基地對環境的污
染，也解決了園區生物肥的
問題，又生態環保。
「未來的現代農業種糧是

大方向。」展望未來發展，
老田信心滿滿，「未來十
年，春畦園區仍將根據當地
的自然資源和環境優勢定位
於現代農業和旅遊觀光農
業，除了建成現代生態農業
信息化研發基地、生物有機
肥廠、冷凍脫水蔬菜生產線
和淨菜生產線、荷塘種養
殖、養老基地等，還計劃將
供港蔬菜基地擴展至4,000
畝，並發展5萬畝的糧食種
植基地。」

「最富足的人也不能離開農業。」古希臘學者曾這樣說。擁有億元身家的河南春畦有機農業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長田峰不僅沒有離開農業，還在55歲時投身農業，從一個一級建造師轉型「 種

菜農」，並建成了河南第二大供港蔬菜基地，3,000多畝的蔬菜基地種植菜心、芥藍，24小時直

供香港。 ■記者 朱利、高攀 河南報道

「擁有1億多的錢，就是什麼都不做也可以好好地生
活，很多人都想不通他為什麼從城市跑到這麼偏

僻的農村做農業。」與記者同行去河南春畦有機農業科技有
限公司供港蔬菜基地（以下簡稱「春畦」）採訪的葉縣宣傳
部工作人員范長坡這樣說，「老田（田峰）是個做事的人，
他來葉縣三年多，自己投入了近億元，卻沒有怎麼賺到錢，
可是帶動了當地農業的發展，附近六七個村莊的農民除了領
取每年的土地流轉租金，還能在他那兒打工。」
單是聽說老田這份投身農業的堅持和執着，就讓記者十
分敬佩和好奇，這是怎樣一個農業人？業內人都知曉，想
做好現代農業，一定是資金投入大、收益慢，農業屬於勞
動密集型的產業，風險也大，更重要的是要經得起市場考
驗，何況是外行人半路出家搞農業？

憂食品安全 轉行做農業
當日，因為剛剛下過雨，去老田蔬菜基地辦公室的道路
泥濘不堪，很難走。等到老田迎出來的時候，任誰也很難
想像到這位黝黑樸實、穿着一件半舊棕色皮夾克的人竟然
是擁有億元身家的富翁。
「我的蔬菜喝沼液、吃沼渣，長得好、味道鮮，特別受
南方市場歡迎。種的菜心、芥藍都是直供香港的……」一
見面，老田就向記者推銷他的蔬菜。
原本在鄭州從事建築行業的老田，憂於當下食品安全問
題，為了吃到健康食品，就在鄭州郊區租了一片田種蔬菜
供家人和朋友們吃，看到朋友們都爭搶收穫他的果蔬，進
而萌生了找項目搞農業的念頭。碰巧遇到葉縣要建現代農
業示範區的機遇，老田就積極聯繫。
早在2010年就確立建設國家現代農業示範區規劃的葉
縣政府也積極在土地和政策方面為老田 「保駕護航」。
老田說：「我是入駐現代農業示範園區的首家企業，當地
政府不管在有序引導土地流轉方面，還是在財政補貼上都
給予了很大支持。本想抱着試試的態度，誰知一發不可
收，一期就承包了5,000畝的土地，現在園區面積近1萬
畝，包括3,000多畝的供港蔬菜基地，將近1,000畝的荷
塘觀光區、還有6萬多株梨樹。」

經驗不足曲折多 樂觀面對
「儘管現在收益還不是很樂觀。但做農業不後悔，現代
農業是中國農業發展走的正確道路。自己承包土地第一
年，就遇到了大旱，近千畝的荷塘乾裂得不忍直視，賠得
找不到方向。第二年，荷塘的水足了，就試着一邊種植蓮
藕，一邊養殖泥鰍，誰知投進荷塘一萬多元的泥鰍最後連
一千元也沒有收回，泥鰍都讓白鷺吃了。泥鰍沒了，白鷺
多了，白鷺最多的時候達一千多隻，成了當地一道風
景。」老田樂觀地說。
「因為經驗不足、管理不到位，公司前期投入太大了，

導致現在還沒有收回本錢。」老田說，「最初要搞農業的
時候，妻子是不贊同的，『真想不明白你天天趴在土地裡
能幹啥？』是妻子的不解。等園區發展得差不多了，除了
有供港蔬菜專區外，還有瓜果種植區、蓮藕種植區、雜糧
區、休閒觀光區等，就會請她（妻子）過來看看，現代農
業和她想像中的小農業是不一樣的。讓我引以為豪的是，
我承包的土地在變化，土壤變得鬆軟了，這是好事啊。」

資金鏈跟不上 發展略緩慢
老田的園區位於伏牛山脈與桐柏山的夾口、北亞熱帶與
南溫熱帶的分界線上，具有淺山區的優良空氣和南北兼
容、適宜多物種生長的氣候條件，除了擁有雙匯20萬頭
生豬飼養基地作為園區充足的有機肥源外，園區濱臨蓄水
量近十億立方的二級水源——燕山水庫，保障農田灌溉用
水。最重要的是，園區依山近水，遠離城市，環境非常
好，地處風口，晝夜溫差大，獨特的氣候條件等都造就了
「春畦」供港蔬菜的上等菜品。
但坐擁萬畝良田的「春畦」卻因資金鏈跟不上，發展的
腳步略顯緩慢。
「不管是芥藍還是菜心，我們的菜口感好，剛採摘的芥
藍綠瑩瑩的，像翡翠，掰開就可以吃，又脆又甜。因為供
港蔬菜，園區建立就與香港息息相關，期待有感興趣的香
港人過來考察投資，共同開發這裡的土地資源，搞現代農
業。」這是老田的一大期盼。

■■「「春畦春畦」」菜田全部採用噴灌菜田全部採用噴灌。。高攀高攀 攝攝

■■「「春畦春畦」」的蓮藕已與華潤萬家談成合作的蓮藕已與華潤萬家談成合作，，直供華潤直供華潤
萬家蔬菜專櫃萬家蔬菜專櫃，，並計劃今年出口美國並計劃今年出口美國。。

本報河南傳真本報河南傳真

■■田峰指着接待室掛着的一幅田峰指着接待室掛着的一幅「「春春
畦畦」」的發展藍圖的發展藍圖，，相信相信「「春畦春畦」」一一
定能走出一條現代農業的發展路定能走出一條現代農業的發展路
子子。。 高攀高攀 攝攝

■■剛剛採摘好的剛剛採摘好的「「春畦春畦」」菜心菜心，，長短一致長短一致，，排列整排列整
齊齊。。 高攀高攀 攝攝

■「春畦」董事長田峰（右二）在燕山水庫船隻上
接受記者採訪。 本報河南傳真

港平台助皖企進軍國際

港寧波幫心繫故鄉捐資助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玲傑 合肥報道）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投資
推廣署（簡稱投推署）舉辦的「善用香港優勢．開拓海外市場」投資推
廣研討會，近日在安徽省合肥市舉行，是次研討會主要展示香港在營商
環境及現代服務業上的優勢，同時為參會企業介紹投推署如何服務內地
企業。這是自去年投推署首次在安徽舉辦研討會後，第二次來到安徽。
據投資推廣署助理署長何兆康介紹，香港營商環境優越、資金信息

自由流通、市場開放靈活、自由有序及雲集了充沛的國際專才，配合
完善的基礎建設，以及低稅率等多方面優勢，是內地企業「走出去」
的最佳平台。中聯辦經濟部副部長兼貿易處負責人楊益表示，香港是
內地最大的外來投資來源地，既是外商進入內地的門戶，又是內地進
軍國際市場的橋樑，內地企業應善用香港優勢。
隨着國家積極推動企業「走出去」的進程，皖企實現國際化發展已

經成為大勢所趨，何兆康希望香港成熟而國際化的金融市場，可以助
安徽企業「走出去」打穩根基，進軍國際市場。

83家皖企赴港投資
安徽省商務廳對外投資與經濟合作處處長戴傳裕表示，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的獨特優勢，已經越來越為安徽企業所重視。在中國經濟

「新常態」下，善用香港優勢，已經成為很多安徽企業在部署國際化
經營大計時積極思考的課題之一。
據安徽省商務廳資料顯示，截至3月，安徽省共批准設立83家赴港

投資企業，協議投資近9億美元。同時，截至今年2月，在香港上市
的安徽企業共11家，市值超過1,280億港元。戴傳裕表示，安徽赴港
投資企業數量雖較之前有所增加，但通過橫向比較，皖企在港投資項
目數量僅佔對外投資項目總數的1/5，協議投資12%，安徽企業利用
香港優勢開拓國際市場的意識和進展仍需加強。

盼投推署提供一對一服務
作為國際金融、商貿、物流中心，在資金、技術、人才和經驗方

面，香港是內地企業走向國際的理想跳板。淮礦國際有限公司總經理
黃璜表示，公司進入香港市場後，自去年真正開展業務以來，在境外
融資共8.6億元，給集團母公司提供資金3.5億元，為集團降低融資成
本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同時，淮礦國際有限公司還利用境外的身份返
回境內投資，進一步提升了企業實力。
同時，黃璜建議，投推署可以為皖企提供完善的一對一服務，讓皖

企在境外發展過程中「少走彎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方怡 寧波
報道） 浙江寧波大學高等研究院日前
正式啟用。該研究院是由香港精明集
團總經理、寧波市榮譽市民、第二代
寧波幫王偉東捐資1,000萬元人民幣建
造的。「我能陪伴家人踏上故土，一
起來參加寧波大學王明康樓命名暨啟
用典禮，我內心感到非常的高興和激
動。」王偉東說。
該大樓總建築面積共14,934平方米，
主要用於高新技術研究和科研人才的培
育，以王偉東父親的名字命名。無獨有
偶，早在2010年，王偉東父親王明康也
曾捐贈550萬港幣，建成寧波大學醫學
院教學科研大樓，並以父親王長來的名
字命名以傳孝道。
寧波市副市長張明華在典禮上表示，

在寧波大學的發展過程中，眾多寧波幫
人士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的支持為
寧波大學高起點辦學、高速度發展，提
供了有力的物質支撐和強大的精神動
力。

逾60人捐款近5億
在寧波大學的校園中，安中大樓、黃

慶苗樓、曹光彪樓、王長來樓、包玉剛
圖書館、包玉書科學樓等，一幢幢用寧
波幫人士名字命名的大樓彰顯着學校獨
特人文情懷。近30年來，共有60餘位
海外寧波幫先後捐贈近5億元人民幣，
用於寧波大學的建設。寧波大學校園內
聳立着20多幢由海外寧波幫人士捐資助
建的建築，並設立有20多項由海外寧波
幫捐資設立的獎學金。

■■香港投資推廣署在安徽舉辦研討會香港投資推廣署在安徽舉辦研討會，，向當向當
地企業推廣香港營商優勢地企業推廣香港營商優勢。。 本報安徽傳真本報安徽傳真

■王偉東（中）一
家為寧波大學王明
康樓揭牌。

本報浙江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