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菊、紅菊、繡球、芍
藥……在深圳光明區洲石
玉支線旁，10萬盆花卉栽
種在 50 多畝土地上，姿
態各異，有的含苞待放，

有的剛剛盛開，有的嬌艷欲滴，這就是
李昌嚴的鮮花世界。育苗、挪盆、修
剪、插枝……李昌嚴整日與花為伴，看
着一株株花苗茁壯成長，李昌嚴的心裡
也樂開了花。

菊花和芍藥最走俏
李昌嚴說，「菊花和芍藥在香港年花

市場上最受歡迎，這些年來一直都沒改
變。」在李昌嚴的花卉基地中，一片極
似牡丹的芍藥引人關注：芍藥的花圍已
經開到20公分，最大能開到30公分。
李昌嚴自信地表示，這種花卉只有他的
基地才有，其他人想種也種不出來。

「這種花很嬌氣，對溫度、水分、陽光
都有要求，稍有怠慢根本存活不了。」

開花時差不超三天
「別人總問我的技術或者秘訣，其實

我就是比別人認真點。」李昌嚴說，溫
度和水分反覆經過試驗才得知的數據，
如果溫濕度達不到，幾天就開始黃葉、
掉葉。「年花過年的時候盛開才有好兆
頭，為了控制開花的時間，我用燈光來
照明，根據客戶的要求，照明時間也不
同，目前能控制到開花時間誤差不超過
三天。」

作為供港花卉，自然要求更高，每年
深圳海關會來基地進行三次抽檢，對土
壤的酸鹼度進行檢測，對植物中是否含
有病毒或者紅蟻進行檢測，對農藥是否
超標進行檢測，每次抽檢，李昌嚴的花
卉都能順利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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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的花卉行當，提起李昌嚴和「昌記花場」，沒有不認識的。他每年供港花卉超10萬盆，打下了整個香港年花市場的

半壁江山，被圈裡人稱為「供港花王」。30多位香港花卉市場的老闆都是他的固定客戶，合作時間最長的達20多年，每當年

關臨近，不需要任何的廣告宣傳，就有客戶慕名前來主動合作。李昌嚴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自2012年以來，香港年花市場

都在20萬盆左右，最受歡迎的是菊花和芍藥兩大品種。相比往年，今年的香港年花市場，無論是在數量，還是在品種上，都

沒有太大變化，香港分銷商的訂單額與往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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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幾年前，李昌嚴被時任廣東
省委書記張德江稱為「特區老農
民」。不過，香港文匯報記者在
網上搜索發現，李昌嚴的名字鮮
見於媒體。他的同鄉李昌戰表
示，「昌嚴大哥認識不少媒體
人，經常有媒體朋友來到花場做
客，當有記者提出要報道他時，
都被他婉言謝絕。」
李昌嚴為人很低調，但卻熱情好
客。近日，廣東省廣西岑溪商會執
行會長唐新開、徐進等來訪，了解
他今年供港花卉的情況，李昌嚴得
知消息後，買了一隻羊，在農場做
起了「全羊宴」。
廣東容縣的林均名，在寶安區

從事高科技行業。多年來，他把
「昌記農場」當作自己的企業來
看待，每周都來三次，種菜養
花，不比專業能手差，他笑稱：
「與昌嚴大哥為友，讓我不僅學
會做人的道理，還學會了種花養
花的技術，陶冶情操。」
據了解，李昌嚴的家鄉是廣西

岑溪市，2019年，「粵岑商會」
正式成立後，李昌嚴的「昌記花
場」就成為商會的一個聚集點。
特別是深圳和東莞的岑溪籍企業
家，把他的花場當作自己的家。
因而，李昌嚴花場的三萬斤荔
枝，無一流入市場，每年都送給
親朋好友。

■■港商陳啟新港商陳啟新
（（右右））在李昌嚴在李昌嚴
（（左左））的花場洽的花場洽
談合作事宜談合作事宜。。

一雙拖鞋，一件外套，混
搭着一條牛仔褲，踩在泥水
中，彎腰呵護着每一棵花
苗……這是香港文匯報記者
見到李昌嚴的第一印象：衣
着樸實，性格憨厚，一名普
普通通的花農。可就是這位
普通的花農，在寸土寸金的
深圳，種花34載，從1997年
開始供港年花，一直未有過
間斷。
元旦當天，不少港商前來

花卉基地，與李昌嚴商定合
同，甚至有港商直接開着貨
車前來拉貨。李昌嚴的電話
不時打入打出，商定花卉的
品種和數量。從1月份到春
節前，這是李昌嚴一年之中
最忙的時候。

鏡頭拉回到1985年，
彼時，李昌嚴從廣
西岑溪來到深
圳，在一家花
卉 市 場 打

工，靠着勤奮
和興趣，用了不到

一年的時間，摸索到
了種植花卉的基本門

路。第二年，他便自籌資金
開辦了花場。

供應香港市場23年
李昌嚴種花，最看重的是花木的品質。

「他就是愛好這個，只要是看花養得好就高
興，至於掙不掙錢，掙多少錢，他並不看
重。」他的同鄉李昌戰介紹說，正是這份對
品質的追求，讓他在做了10年內銷之後轉戰
香港市場。
1997年，正值香港回歸，香港的花卉市場
需求很大，不少港商在多方打聽之後，主動
找上門尋求合作。由於李昌嚴的花卉無論在
高度、圍度上，還是在周期上都做得很好，
很快在香港市場站住了腳跟。

與港30餘花場合作
如今，李昌嚴的供港花卉遍佈香港每個角

落，與他合作的香港花場多達30多個。這些
花卉曾在維多利亞港迎接燈火輝映；曾在海
洋公園和迪士尼陪伴四方來客；曾在太古城
與人群擦肩而過；甚至在禮賓府見證過歷史
時刻……正因李昌嚴的年花數量大、範圍
廣、品質好，讓他在圈子裡贏得「供港花
王」的美譽。
多年來，李昌嚴只做好一件事，那就是將

花種好，報關由貿易公司負責，取貨是供應
商直接負責。
每年7月份，李昌嚴會跑到廣州購買種子，

經過160天的培育後再發往香港。這160天
中，李昌嚴幾乎每天都從早上6點忙到晚上12
點，與十幾名工人一同吃住，「10萬盆花，
每盆都要用枝條固定住才會長得好看，僅這
項工作就要耗費大量時間。」
這10萬盆花卉，發給港商的價格每盆約50

元人民幣，除去成本，李昌嚴能賺20元，一
年下來收入也有200萬元人民幣。但他並不想
擴大規模，除了勞累之外，他更關心花的品
質，「種花需要用心，10萬盆已經達到了極
限，如果再擴張，恐怕很難保證品質。」

香港年花市場為20萬盆
據李昌嚴介紹，2012年之前，香港的年花
市場最高峰時期約120萬盆，2012年之後萎縮
到20萬盆左右，最近幾年一直都穩定在這個
數字。「香港花卉市場出現萎縮，與市民逐
漸搬往高樓居住有關，空間變小，規模也逐
漸縮小。」
雖然今年香港經歷了修例風波，但李昌嚴

得到的市場數據顯示，今年香港的年花市場
並沒有受到影響。
「花是一種寓意，在
廣東話中，花與發同
音，預示着發財的含

義；花更是一種希望，香
港市民也想來年有一片光明
的前景，用花來掃一年的陰
霾。」

香港三豐花園的張先生與李昌嚴合作15年
了，提及合作感受，張先生道出「誠實守
信」。在張先生的記憶中，有一年天氣不
好，李昌嚴種的花卉長得一般，他並沒有將
這批貨出售，而是自掏腰包，從外地高價購
得滿足合同質量的花卉，按照原始價格發貨

給了張先生。

先發貨後結賬
「在香港市場上，對於李先生的花卉沒有

說NO的，他的花卉在香港份額最多，已經
是香港年花的NO.1了，很多品種也只有他才

能種得出來。」張先生的稱讚，與李昌嚴多
年的堅守是分不開的。
除了三豐花園外，大埔的生苑花園與李昌嚴

合作已有20餘年，現任老闆陳啟新表示，他
父親早年間與李昌嚴合作，兩家一直合作得很
好，後來父親過世後，他也沒有改變過合作對
象。「在簽訂合同時，內地老闆都要訂金，運
貨時也要付一半的貨款，但是李昌嚴不要一分
錢，都是年後賣完花後再結賬。」

對每一位港商，李昌嚴都堅持年後結賬，
雖然也有個別跑路的，但李昌嚴從未改過這
個規矩。「大家都相互信任，很多客戶看完
我的花場，都是直接下單，我們做好自己，
也要對得起別人的信任。」
每年上半年，花卉基地處於空閒期，李昌

嚴在基地種上瓜果蔬菜，養些雞鴨，但他並
沒有拿到市場上去賣，而是送給每位客商和
朋友。

誠信贏得港商讚譽

為人低調 熱情好客

我比別人認真點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石華

種花

港
年
花
市
場
平
穩

未
受
風
波
影
響

深
「
供
港
花
王
」：
每
年
供
港
10
萬
盆
「
花
是
一
種
希
望
」

■■圖為李昌嚴圖為李昌嚴。。

■■「「昌記花場昌記花場」」的工人的工人
正在花圃裡工作正在花圃裡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