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港蔬菜基地據節令調配品種，不同季節的蔬菜
長勢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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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營鎮茨營鎮村民在蔬菜基地上工村民在蔬菜基地上工。。

■■經營供港蔬菜的陳學美經營供港蔬菜的陳學美
家建起了三層洋樓家建起了三層洋樓。。

王永飛談得最多的是堂生公司，稱「自己的公司從生
產管理、物流到銷售，一直在效仿堂生公司。」他坦
言，自己當初創辦公司，固然有「逼上梁山」的意味，
但更重要的，是在該公司學到了整套生產管理技術和管
理理念。
在堂生公司務工的兩年間，由品種搭配、種子選育、
播種、施肥、給藥到病蟲害防治，王永飛學到了供港蔬
菜種植管理的全套技術。更重要的是，他還學到了供港
蔬菜種植的管理理念，如怎樣激發員工的積極性，如何
堅持種植標準、保證產品質量等。就連銷售模式與渠
道，他也了然於胸。

提前播種 延長生長周期
不過，「效仿的同時也要開動腦筋創新，企業才有生

命力。」王永飛稱，根據節令調配品種，並提前播種以
延長蔬菜生長周期，是自己在多年的實踐中得來的、保
證產品品質的經驗之一。
王永飛每天都通過自己在廣州和深圳的檔口，掌握香
港蔬菜市場行情與需求；而分佈於內地多個省份的供港
蔬菜企業，三分之二的老闆與他有密切聯繫，「這又可
以隨時掌握各地供港蔬菜種植信息。」而將香港市場需
求與各地供港蔬菜基地種植情況結合，他可以及時調配
種植品種的種植節令。比如，入冬以來北方供港蔬菜基
地已冰天雪地，雲南仍陽光明媚，備受香港市民青睞的
菜心，將是該基地的種植重點。
目前，王永飛還實現了無人機植保，「無人機噴灑農

藥，一方面可以降低成本，一方面給藥更均勻。產品農
殘易控，質量更有保障」。

機緣巧合之下，人生走向因供港蔬菜而「拐彎」，
王永飛連稱「沒想到」。由村官變成了老闆，王永飛
更加自信：產業越做越大，帶領村民奔小康有了更好
更大的平台。
「沒想到一個產業帶動了一方百姓。」王永飛說，
如果不是堂生公司在茨營發展供港蔬菜基地，自己與
村民仍從事傳統農業，而傳統農業種植品種單一且效
益不高，村民增收異常緩慢。
茨營鎮提供的數據顯示，該鎮已發展包括供港蔬菜

在內的外銷蔬菜15,000畝、山地蔬菜5,000畝、加工型
蔬菜10,000畝及燈盞花5,000畝的生產種植基地，農民
人均純收入10,871元。而村民將承包土地流轉到公司
收取租金，並在公司務工，收入還會高出不少。令他
沒想到的還有，自己由村官變成了老闆，擁有了不菲
的資產。王永飛稱，如果不是發展供港蔬菜種植，自
己也就是一名村官，也不可能擁有自己的產業，更不
敢將生意做到香港。因為做起了供港蔬菜，才讓自己
的人生走向「拐了一個彎」。

一個產業帶動一方百姓

帶
頭
種
供
港
菜

滇
村
官
領
路
致
富

打
拚
七
年
規
模
擴
日
銷
香
港
十
五
噸

走進初冬的雲南省曲靖市茨營鎮供港蔬菜基地，大片鮮嫩無

比、青翠欲滴的芥藍在採收蔬菜的員工手中排列整齊，急速降溫

處理裝箱，經冷鏈物流運輸，翌日即可抵達香港市場。曲靖綠源

蔬菜種植公司老闆王永飛告訴記者，他由接觸供港蔬菜種植到自

創企業，發展到雲南有基地、冷庫，廣州、深圳有批發檔口，用

了7年。供港蔬菜的種植與經營，使他由一名村委會主任變成了

蔬菜種植商人，並帶領村民種植供港蔬菜，致富增收。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 雲南曲靖報道

效仿加創新 隨節令調配品種

在堂生公司的供港蔬菜基地，韋小五和
其子韋小國正在採收芥藍。父子倆眼疾手
快，動作嫻熟，將粗細、長短相若的芥藍，
在懷中排列得整整齊齊，再放入專用菜筐，
等待入庫。
韋小五一家是來自貴州的苗族農民，早

年隨勞務輸出大軍赴廣東，在堂生公司務
工，一待就是8年。韋小國6歲時，隨父母
和姐姐遷到了廣東。6年前，堂生公司到雲
南曲靖發展，韋小國一家也隨公司遷到了雲
南。目前，韋小五的女兒已出嫁並育有一
子，韋小五與妻子、兒子一家3口仍在堂生
公司務工，閒暇時帶帶外孫，小日子過得紅
紅火火。
據韋小五介紹，公司實行規範化管理，

播種、田間管理、施肥給藥、採收蔬菜，每
一道工序都有專門人員負責，而他們從事的
是採收工序。公司採取計件工資制，每採收
1公斤蔬菜，他們可以得到1元工錢。每天
採收蔬菜需要不停彎腰，雖然苦一點，但無
須太複雜的勞動技能。一般年景，收入可達
6萬至7萬元；而遇好年景，收入還會更多
些。記者發現，他們一家的收入已遠超當地
農民人均純收入，這讓他們很是滿足。

外來務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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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是雲南勞務輸出大市，近
600萬農村人口中，有120萬人長
年外出務工。而45歲的農婦陳學
美卻與丈夫選擇留在當地，因為
「上有年邁老人，下有一對尚在上
學的兒女」。
也是從2011年開始，陳學美接
觸到了供港蔬菜。不同的是，陳學
美一家經營自有的3畝土地，產品
交售給堂生公司。後來，其姐姐一
家外出務工，將閒置下來的土地交
給了陳學美一家打理。再後來，他
們掌握了供港蔬菜種植技術，又從
外出務工的村民手中租來土地，目
前已發展到了50畝。

標準高要求嚴
種植供港蔬菜，陳學美也有煩
惱：標準高、要求嚴格，非常操
心。「就連播種的塘多寬、多深、
多大也有標準，都得按要求來；採
收的蔬菜也要排列得整整齊齊，大
小分級。」好在這一切都有堂生公
司的技術人員現場指導；而所用種
子、農藥也由該公司配給，交售蔬
菜後再按價收款。「種子、農藥價
格高，但農殘少。種出的蔬菜自己

看着都舒心！」令她舒心的，還有不錯的收
入，「年景好時，每年能收入9萬至10萬
元。」她口中的收入，卻被一同採訪的鎮政
府工作人員否定，認為其透露的數字太保
守。不過，陳學美家建蓋的，是佔地100餘
平方米的三層洋樓，客廳中還有一塊「捐資
助學先進」的獎牌。
陳學美透露，目前自家種植的供港蔬菜

中，有30畝菜心，入冬後正值採收季，預
計可採收15至18噸。「採收時，其他地方
已因天氣原因種不出菜心了。」她期待到時
能賣個好價錢。

■王永飛由
結緣供港蔬
菜，到自創
公司並做大
花了七年。

■■雲南曲靖茨營鎮的供港蔬菜基地雲南曲靖茨營鎮的供港蔬菜基地，，是生產優質是生產優質
果菜果菜、、根菜根菜、、莖菜莖菜、、葉菜葉菜、、花菜的理想之地花菜的理想之地。。

■■在供港蔬菜基地中在供港蔬菜基地中，，村民們掩不住收穫的喜悅村民們掩不住收穫的喜悅。。

■■在供港蔬菜公司務工在供港蔬菜公司務工，，
韋小國一家很是滿足韋小國一家很是滿足。。

38歲的王永飛，個頭不高、體形壯實，略顯黝黑的面龐透出精明強幹。在還算健
談的王永飛口中，其結緣供港蔬菜並迅速做
大公司的經歷，令記者嘖嘖稱奇。

「傍上」種菜公司淘第一桶金
王永飛所在的曲靖茨營鎮春季日暖風和、

夏季雨水充沛、秋季天高氣爽、冬季雨雪偏
少，光、熱、水、風等氣候資源有利於農作
物的生長，是生產優質果菜、根菜、莖菜、
葉菜、花菜的理想之地，近年來建成了現代
高原特色農業示範區和外銷蔬菜基地。
2009年，廣東堂生公司進駐茨營鎮發展種
植供港蔬菜。作為村委會主任的王永飛協助
堂生公司尋租土地、招收員工，最終協助堂
生公司建立了供港蔬菜種植基地，並帶領
500餘村民成為堂生公司的員工。「當時在
堂生公司打工，每月有2,500至3,000元（人
民幣，下同）的工資，再加上出租給公司的
土地租金，已是不錯的收入了。」王永飛很
是滿足，沒想在堂生公司打工，「就淘到了
第一桶金」，還學到了整套生產技術和管理
理念。

為減少村民損失「鋌而走險」
2011年5月6日，茨營鎮遭遇了一場王永飛

從未見過的洪水，村民種植的煙葉「顆粒無
收」，時為村委會主任的王永飛組織村民生產
自救，動員村民按標準種植供港蔬菜，交售給
堂生公司。但村民卻顧慮重重：供港蔬菜標準
高，唯恐自種蔬菜難達標而銷售無門。
時年33歲的王永飛作出了一個大膽的決

定：租村民的土地，請人一起按標準種植蔬
菜交售給堂生公司。「當時的考慮是，村民
對自己信任，利於打消村民顧慮，盡快實施
生產自救。」當然，租土地種供港蔬菜，王
永飛的底氣來自於在堂生務工兩年，對供港
蔬菜的生產技術、管理理念、銷售渠道都已
了然於胸。
由此，王永飛由100多畝土地起家，創辦了

綠源公司，經5年發展，已成為當地小有名氣
的供港蔬菜種植企業：擁有蔬菜種植基地
1,600畝，固定員工120人，自建了冷庫，廣
州和深圳有批發檔口，所生產的菜心、芥
藍、油麥菜、娃娃菜、意大利生菜等品種，
日銷香港15噸，年產值可達2,500萬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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