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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菜王子”马铁民：

把把中中国国蔬蔬菜菜卖卖到到全全世世界界

一身朴素休闲装，再配上
随和的笑容，初见马铁民，记
者就被迎面而来的亲切感包
围。“或许，这就是我们干农业
的这群人的特质吧！”在青岛
莱西的蔬菜生产基地里，马铁
民笑言，最开始只是为了大学
毕业好找工作而选择农业专
业，“当时对农业谈不上喜欢，
没想到一路走来，竟然爱上这
行，并且再也不想离开。”

原来，早在1998年，大学
毕业的马铁民应聘到一家从

事蔬菜加工的新加坡外资企
业工作，这家上市公司的产品
全部出口，他们提供种子，由
农户种植后回收农产品。在外
企3年的时间里，通过自己的
努力，马铁民从普通的技术员
工做到行政部经理的职位，

“这期间积累了很多人脉，也
学习了很多先进的农业种植
理念，这为我以后创业打下了
基础，对我的影响特别大。”马
铁民告诉记者。

这家公司把新品种发放

给村民，要求他们用新方法种
植。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农村
的种植理念与外国的先进技
术与思想相差甚远，农民对于
规范生产的意识非常单薄，大
多数村民不愿受公司的约束，
也不理解外资的理念。一旦遭
遇天灾等原因，产量受损，村民
就会找公司索赔。“老百姓要求
有钱赚，又不按照企业的要求
来合理作业，这样产量、质量
等都无法达到要求，我夹在中
间两头不落好。”马铁民说，

2002年，这家外资企业无法适
应中国市场，无奈撤离。

失去工作的马铁民一方
面着手寻找新工作，另一方面
却在反复思考这家外企的经
验和教训。这家外企的先进理
念对他冲击很大，在他看来，
他们先进的理念无疑代表了
未来中国种植业的方向。“当
时我就在想，假如不把种子放
给农户，而是成立公司自己来
做这件事，结果会不会不同？”
马铁民说。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
满园。”先富起来的马铁民一刻也没
有忘记身边的农民朋友。他利用自
己企业的品牌优势、技术优势，大力
推广“公司+基地+小农场+农户”生
产模式，带动一批农民走上了增收
致富路。蓝启中就是在马铁民的扶
持下开始发展标准化蔬菜种植的，
他与浩丰集团结成利益共同体，“在
马总的支持和带动下，现在我有种
植基地300亩，年收入达40万元左
右。”蓝启中说。记者了解到，其实，
像蓝启中这样由马铁民带起的中型
农场主已有60人。

“干的时间长了，我也是有一种
农业情怀在里面的，觉着农业在各
方面都有提高空间，所以想通过蔬
菜基地的建设来带动区域发展和中
国农业进步。”马铁民说，这是自己
干了16年农业最大的感触。其中，在
河北省张家口市的尚义县，之前农
民主要以种植胡麻和油麦为主，种
植结构单一，经济相对落后。随着浩
丰集团的蔬菜基地在当地的建立和
发展，不但改写了这里不种菜的历
史，而且一举成为中国最大的绿色
蔬菜基地之一，同时也成为河北省
重要的出口基地，产业结构得以优
化。

“目前，我们在莱西市实施了18

个主导农产品的生产技术规程，发
展标准化蔬菜生产基地50万亩。”马
铁民介绍道，集团还带动山东、河
北、福建、上海等种植基地周围的
10000多农户参与到标准化、精细化
农业生产中来，实现户均年增收
3000多元，其中60多人成为年收入
50万的小农场主。“这让我意识到，
做这个行业有比经商赚钱更深远的
社会意义和企业价值。”

相关链接

带动身边人

走上致富路

谈及目前公司发展中的难题，马
铁民直言最大的难题是年轻人才短
缺。早在浩丰集团成立初期，马铁民
就发现想要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保
持公司高增长，就必须实现“农业机
械化、加工自动化、管理系统化”，可
从根本来说，这需要整个基地工作人
员素质的整体提升。

“其实，现在浩丰集团所有基
地已经实现自动化施肥，植保、中
耕几乎都不需要人力。但是，在采
收等方面还需要一定的人力资
源。”马铁民说，现在的年轻人受传
统观念影响，不愿接触农业，觉得
大学毕业后再干农业是件很丢脸
的事儿。其实，随着科技等发展，这
些情况都将发生改变。

采访中，马铁民向记者透露，
现在浩丰集团蔬菜基地的一大批

“50后”农民即将退休，公司希望基
地能够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我们会竭尽所能，让来这儿工作
的年轻人工作得轻松又快乐。比如
上班时只需开着有空调的拖拉机
或者只需在电脑上操作，下班后可
以住在舒适的房子里，除此之外，
还有台球、乒乓球、卡拉OK、电脑上
网等可以消遣娱乐。”

年轻人才短缺

成公司发展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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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企工作经历启蒙农业青年

“生产高端农产品的路
子 没 有 错 ，错 的 是 经 营 方
法 ，我 要 干 就 全 部 租 地 自
营，不让农户分散种植，保
证蔬菜的品质。只要遵循市
场规律，应该没多大问题。”
简单分析后，没想太多，马
铁 民 毅 然 婉 拒 了 其 他 求 职
机会，筹集40万元资金在莱
西 夏 格 庄 镇 租 了 3 0 0 多 亩
地，并注册了凯丰有机蔬菜
发展有限公司 (下称凯丰 )，
开始了“危险”但又充满激
情的创业之旅。“现在回想
创业的时候，其实挺危险，
自己也没有考虑太多，只是
直觉可以就去做了。”马铁

民说，当初决定创业或许是
一股“危险的冲动”，但如今
显然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这一年是2002年，那时的
他只有26岁。正是这一年，马
铁民卖掉自己的房产，把时间
几乎全放在刚刚成立的公司
里，为自己创业的“第一桶金”
努力着。2002年2月份育苗前，
他和客户达成了口头供货协
议，按照协议和出口标准，马
铁民用筹集的40万资金引进
了美国结球生菜、西兰花、白
萝卜等7个蔬菜品种。当年5
月，马铁民的蔬菜进入采收
期，如果顺利售出将给他带来
70多万元的收入，他兴冲冲地

给之前联系过的客户打电话，
然而客户的答复却给了他当
头一棒。“客户说他们现在货
源充足，没办法再要我们的产
品。”马铁民回忆说，由于之前
没有签书面合同，也没办法索
赔。

眼看着上千吨的蔬菜马
上就要采收，却没有销路，马
铁 民 急 得 就 像 热 锅 上 的 蚂
蚁。后来，马铁民和同事把蔬
菜拉到蔬菜批发市场，展示
种植方法和农事记录等，但
因为价格略高得不到市场认
可。情急之下，马铁民突然想
到以前在新加坡公司有个同
事，当时在上海一家公司负

责 给 美 国 百 胜 餐 饮 采 购 生
菜。双方联系好后，美国百胜
餐 饮 派 采 购 人 员 到 莱 西 考
察，他们看了马铁民规模种
植的生菜后很惊讶，“因为在
当时，这样大规模种植蔬菜
在国内十分少见，所以他们
立即和我们公司签订合同。”
马铁民说，最终他们决定以
每吨4200元的价格，全部收
购马铁民的80多亩，合计100
多吨生菜。这让马铁民喜出
望外，这一年他靠生菜赚到
了十多万元。马铁民说，“我
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那
家 外 资 企 业 没 有 实 现 的 梦
想。”

“危险的冲动”成就现在的事业

2003年，马铁民果断调整
了产品结构，以生菜为主。然
而，这一年又碰上百年不遇的

“非典”疫情，很长时间内食品
出口陷入停滞状态。定位国际
市场的马铁民只能眼看着自
己辛辛苦苦种的生菜烂掉。为
了解决资金问题，他甚至将父
母资助的结婚费用全部用于
发放工人工资。

三年后，凯丰与香港永信
投资合资成立浩丰集团，凯丰
控股。据介绍，浩丰以种植结
球生菜起家，目前每年可出产
生菜3-4万吨，出口十几个国
家和地区，也是全国唯一能够
365天均衡供应结球生菜的公
司，其结球生菜的种植技术、
研发水平、生产规模、年出口
量等，均居全国第一。马铁民
因而被外界称为“生菜王子”。

为了掌握蔬菜业最新、最
前沿的国际形势，马铁民先后
多次赴荷兰、日本、韩国、新加

坡等国的蔬菜基地、批发市
场、加工车间学习国际先进技
术，并定期组织员工外出培训
学习，打造出一批专业技术过
硬、生产经验丰富的农业技术

管理人员。“现在回忆这一路
走来酸甜苦辣都有，但我一直
坚信困难是短暂的。”马铁民
说。

在马铁民身上，有个很

“闪亮”的特征是，同样的事
情，他会做出创新、玩出花样。
浩丰集团最成功的模式是“周
年供应模式”，意思就是一年
365天大批量、不间断、持续均
衡供应蔬菜。为了实现“周年
供应模式”，马铁民也费了一
番功夫。他跑遍全国，在福建、
上海、山东、西安、河北五地选
址建起了12处自有示范基地，
由于每个基地气候不同，蔬菜
播种、育苗、种植、采收时间都
不一样，这些相隔千里的基地
就形成了一个周年供应的“蔬
菜生产线”——— 种菜、采收、销
售三环节循环不断。

“我的脾气比较倔，可能就
是别人说的那种‘一根筋’吧，
就是干什么一定要弄个水落石
出，明明白白，并一直坚持下
去。”在总结自己创业经历时，
马铁民坦言，“假如哪天不做了
就会不开心，这可能也是我能
发展到今天的原因吧！”

跑遍全国，12年建成“蔬菜庄园”

“我有一个梦想，面朝
大海，春暖花开，喂马劈柴，
周游世界，关心粮食和蔬
菜。”如今，都市“新农人”正
把海子的田园梦想变成现
实，被外界称为“生菜王子”
的马铁民正是其中一员。

他建立的蔬菜基地成
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专供
基地；他的“从种子到餐桌
的绿色”理念，赢得美国百
胜餐饮、美国通用磨坊、英
国乐购和韩国乐天、三星、
新世界等数家世界五百强
企业的信任，并成为他们的
合作伙伴，他让中国蔬菜贴
上了国际标签。通过自己的
力量来带动农民种植意识
的提高，这是他选择农业并
一直坚持下去的理由。

本报记者 刘胜男 沈振


	E0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