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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最高法院6月26日
宣布同性婚姻在全国合法，全球
LGBT（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
性恋、跨性别者）群体仿佛看到
了权力平等的春天来临，当他们
走上街头游行时，我们在欢庆的
人群中看到了全球几乎所有叫
得响的商业巨头。他们为什么要
和同志们打成一片呢？

先问问走在前列的苹果、谷
歌、Facebook、微软、亚马逊等一众
硅谷巨头。在这次同性恋婚姻合
法化的浪潮中，他们率先把自家
产品logo换成了彩虹色，还特别推
出了诸如LGBT产品下载专区，
彩虹滤镜、用户同性恋性别设置
等专属服务。

原因很简单，人家老板就是
同志好吧。且不说苹果公司CEO蒂
姆·库克，还有Facebook创始人之一
的克里斯·休斯，正是他率先宣布
出柜，并与同性爱人结婚，才促使
社交媒体增添了LGBT的性别设
置功能。至于Twitter技术高管丹
娜·刚特雷斯，人家干脆就是一个
男转女的变性人。

这次轰动世界的同性恋社
会权力进步，早就深深刻下同志
印记的互联网企业自然要热烈
响应，都是玩网络营销的，谁不
知道这种大事件场合是最好的
机会向他们的用户宣传自己，展
示他们崇尚精神、身体和选择自
由的进步一面。

看到科技圈、设计圈以及时
尚圈早已是同志扎堆，投资界各
大巨头混在这次游行里寻找投
资热点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中
国，国内最大的同性恋社交网站
Blued(淡蓝)近期完成了一轮3000

万美元融资，公司估值高达3亿
美元，而面向同性恋群体的购物
网站Fab，估值也已超10亿美元。

同志里为何会有好投资，国
内LGBT群体用户过千万的社交
软件ZANK领衔发布的《中国同
志消费调查报告》告诉我们，同
志群体拥有更好的教育背景、更
有市场竞争力的工作机会以及
更强的消费能力。毕竟，同性恋
双收入，又无孩，没有更多经济
负担。

而且，由于同性恋更容易被
歧视、被边缘化，因此，他们需要
用更优秀的事业、更好的收入来
证明自己的价值，反而更有消费
欲望。和同志们玩得很好的英国
旅游局的同志们，不要不好意思
说，你们早就知道同志们比普通
人更喜欢旅游，而且平均花费是
他们的3倍以上。一份调查显示，
虽然在中国LGBT人群分布在各
行各业，但调查中人数最多的五
个行业分别是广告/营销/公关、
金融服务/会计、科技/IT/互联
网、制造业和教育。这也符合公
众认知，“同性恋一般都比较有
钱”。

专注于提供有关LGBT社群
消费信息的美国社群营销公司
估算，全球范围内，LGBT人口超
过了4亿，拥有3万亿美元消费能
力，其中仅中国市场至少3000亿
美元消费空间。难怪商业分析者
将同性恋群体的市场称为“粉红
经济”，成为眼下炙手可热的价
值增长点。

所以，尽管远远随行，我们
还是能在同志游行的队伍中，看
到高盛、摩根大通、富国、黑石、
瑞信等华尔街金融巨鳄的身影，
在美国高院此次对同性恋婚姻
合法化的博弈中，这些看上去最
会维护正统的商业巨头，一致选
择了支持同性恋权力平等。

从商业维度看，聚集庞大人
群，又坐拥无限消费潜力，LGBT

群体获得商业世界的接纳和青
睐，是所有理性经济人都不会做
错的选择，也是同志们应得的尊
重。

财富边上滨滨州州棉棉农农：：
在在土土耳耳其其讲讲““中中国国好好故故事事””
环保、体面劳动、企业责任、品牌影响力，一个公益项目全都有

BCI的资源整合之道

“我要讲一只小鸟在棉田安家的故事。”
6月10日，走到哪也改不了一口家乡话的王
建军，用山东话与同行分享了自己种植棉花
的经验。

当时，整个会场4个同声翻译,没有一个
能翻译出王建军的滨州话。这也不奇怪，王
建军是在土耳其召开的国际良好棉花会议
上讲这个故事的。作为滨州农喜棉花专业合
作社社长，他代表中国参会的14名代表发
言。最终，一位中国区代表帮王建军翻译，王
建军居然拿了第一名。

如果不是3年前，山东汇通纺织有限公
司找到王建军，他带领的滨州农喜棉花专
业合作社绝不可能成为山东省第一家种植
推广良好棉花的小型农业合作社。而这个
土生土长的滨州农民也不会想到，他们这
个合作社出产的棉花，会和宜家、耐克、阿
迪达斯、H&M、优衣库这些品牌扯上关系。

这都与一个叫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
（简称BCI）的国际公益组织有关。这家总部
位于日内瓦的非盈利国际性会员组织，全球
拥有超过400名会员，主要包括棉花种植单
位，棉纺织企业和宜家、耐克这样的零售品
牌，以环保和公益为纽带，将棉花生产、加
工、成衣制作到服装品牌等全部囊括在内，
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以BCI创始会员宜家为例，棉花是宜家
家居常用的材料，但棉花种植会对环境和
种植者有害，并存在使用童工的风险。因
此，宜家与BCI合作，帮助农民大大减少水、
化学杀虫剂和肥料的使用量，同时经过培
训的农民可将利润增加约50%。仅2012年宜
家就为棉花种植项目投资了190万欧元，10
万多农民受益。宜家还承诺，2015年以前，全
部使用符合“良好棉花”标准的棉花。

汇通：动力来自市场倒逼

滨州这个良好棉花项目由山东汇通纺织
有限公司组织，产业链条包括滨州农喜棉花
合作社、滨州玉海棉业、山东鑫亿纺织以及山
东汇通纺织。农喜棉花合作社负责种植棉花,
下面五个分社分别负责机械、农资、管理、培
训及销售等；滨州玉海棉业收购,压制皮棉,再
由山东鑫亿纺织和汇通纺织进行纺纱、成衣
加工制作。与汇通纺织合作的品牌有H&M、
吧啦吧啦以及欧美国家的服装品牌。

汇通纺织是一家生产牛仔成衣的企业，
该公司综合部经理谢娜说，推广发展良好棉
花既是履行社会责任、倡导公益，也是目前
服装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到了2012年，大部
分服装品牌对生产原料中的化学成分控制
更加严格，尤其是出口欧美的产品，控制指
标会直接溯源到原料种植环节。

如何实现可靠的原料供给和质量保证
呢？汇通纺织在山东棉花种植的两个大市滨
州和东营进行考察后，最终选择和农喜棉花
专业合作社开展合作。

滨州棉农：无风险的体面劳动

2012年间，王建军跟着汇通公司到上海
考察了三次，发现这个项目既能提高亩产,增
加社员收益,而且还不用愁销路。这样的好事
为啥不干?回家后，便发动社员种良好棉花。

种植良好棉花需要遵循“六大原则，十
六条标准”，包括生产环节的田间记录，例如
化肥、农药、用水量以及体面劳动，保障雇工
和棉农的利益。“对于农业合作社及农民来
说，要实现这种标准化的生产很难，毕竟没
有强大的专业管理水平、资金以及技术支
持。”王建军说，作为项目执行方，汇通纺织
给合作社提供农具、采棉工作服以及良好棉

花种植管理手册及技术指导。
2013年夏天水涝，棉花产量不高，但农喜

合作社每亩良好棉花仍比普通棉花多产200
多斤棉籽；2014年没有受自然灾害影响，比普
通棉花亩产棉籽多至少400斤。在王建军看
来，当越来越多的服装制造企业加入国家良
好棉花组织，棉花定向销售渠道就越来越
多，棉农既不用操心卖不出去，还可以卖出
高价格，这自然就体现了BCI倡导的“体面劳
动”的理念。

“未成年的孩子不能进农田劳动，不能
擅自使用农药，农药瓶不能随意丢弃，进棉
田必须穿工作服，节约用水等，这些都是良
好棉花组织考察评估的内容。”王建军说，前
几天，合作社已经通过了BCI第三方考察评
估，给予良好棉花免五年认证的最高评价，

“也就是说咱们的良好棉花管理，不管从种
植、农药、保护生态还是棉花质量上，已经
达到了最低的风险系数。”

从最初的几百亩到现在的5万亩，发展
成员农户500余家，覆盖东营、寿光、济南、
潍坊等县市，农喜合作社已成为汇通纺织
推广良好棉花的种植基地和原料基地。“现
在，拥有自己的良好棉花种植基地和原料
基地，已经成为推广公司品牌、扩大订单来
源的一大优势。”谢娜说。

在土耳其参观时，王建军看到一辆辆
农业机械化设备在田间作业,一个人就可
以管理500亩农田，这种机械化管理让王建
军大开眼界。“咱们虽然播种、施肥、采摘等
都实现了机械化管理,但每家每户土地太
分散,大型机械作业很难。”王建军计划通
过土地流转,让合作社社员实施整片的棉
花种植。

而这，也正与BCI的战略不谋而合：要
想这个项目长期发展，必须激发棉业供应
链各重大利益相关群体做出广泛改变。

园园艺艺行行家家跨跨界界就就玩玩与与众众不不同同
本报记者 李彦慧

近两年，游乐园可谓省内旅游炙手可
热的项目。2011年起，泉城海洋极地世界、
太阳部落等主题公园相继开业，方特、富
华、欧乐堡多地开花。省内综合投资过10亿
元的大型主题乐园已超过10家。市场竞争
如此激烈，在威海，一位搞园林的资深人士
却投资15亿元，跨界搞起了游乐园。那么，
他的眼光又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呢？

日本经验：客户细分，将娱

乐性做到极致

在威海园艺界，杨荣明可谓一个响当
当的人物。这个威海奇石盆景根艺协会的
主席如今专心研究“玩”，开发了号称“最适
合全家人共同游玩”的福地传奇水上乐园。

这个园艺师转型的动机就是“制造快乐”。
“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大家对休闲

旅游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游乐业越来越是
一个经济增长极。能带来快乐的事业值得
创业。”杨荣明说，为了能在“玩”界做得像
园艺界一样有成就，他不仅把全国各地的
游乐园项目考察了个遍，还多次赴日本学
习。

日本的主题游乐园让杨荣明感到震

撼。日本的游乐园非常注重客户细分。有些
气氛轻松，适合一家老小前往；有些刺激有
趣，适合情侣约会；还有些依靠日本的传统
文化，用互动和体验进行展示，可以让旅行
者进行一日变身；日本各种动画主题的游
乐园更将细节和娱乐性做到极致，给超级
粉丝提供梦想家园。

“和日本的游乐园相比，国内游乐园缺
少个性。”杨荣明说，国内游乐园的同质化让
他看到了市场。他发现，国内游乐园多缺少
内涵，也少有注重景观环境的融合。利用多
年的园艺景观经验和威海的海景资源，他决
定打造一个“大海边森林里的水上乐园”。

即便排队，也要在风景中等

待

杨荣明力图给水上乐园增加附加值，
错位找市场。他把一线海景与陆上生态景
点串联成园林，在福地传奇水上乐园绿化
总投资达3亿余元栽植了600多种树木，数
量达十几万棵。其中除了国槐、皂角、朴树、
蒙古栎等名贵大乔木外，还可以看到芭蕉、
棕榈等亚热带树种的身影。不同树种、花
卉、藤类植物按层次搭配。杨荣明说，生态
游乐园就要突出步步为景，即便是排队，也
是在风景中等待。

威海的海洋性气候明显，每年10月之
后便进入淡季。为了避免淡季的冲击，杨荣
明利用当地的温泉资源，在园内打造温泉水
上乐园。杨荣明把水上乐园客户群体定位为

“一家人”。他将整个乐园划分为四大主题
区。有充满童趣的快乐宝贝卡通区，有刺激、
惊险的森林探险漂流区，有神秘、玄幻的神
秘刺激部落区，还有绚烂浪漫的海洋激情冲
浪区，以满足“全家”的娱乐需求。

深度发挥老本行

“要做就做独一无二的东西。”杨荣明
说，游乐园要突出个性，为此他将园艺的老
本行来了个深度发挥。

数年前，杨荣明就研究在北方栽种香
蕉的技术。而香蕉对土壤和气候要求严格，
生长范围被限制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有限区
域内，而海边的盐碱地要成功栽种香蕉更
难，多次试验都未结出果实，可他并没有

“望蕉兴叹”。2013年秋天，杨荣明终于突破
了“长江以北不结香蕉”的难题。

那年秋天，看着试验基地硕果累累的香
蕉，杨荣明激动不已，冒出另一个想法：“为
何不把香蕉园种到游乐园里？”很快，“游乐
园里能采摘香蕉”，就将成为福地传奇水上
乐园的“独家招牌”。

一个环保类国际公
益项目，如何以市场为
引导，在棉花种植单位，
棉纺织企业和零售品牌
这个产业链上寻求最佳
平衡点，并激发利益相
关方做出广泛改变，同
时兼顾环保、棉农利益
和企业的社会责任？让
我们从滨州一位种棉花
的农民讲起。

本报记者 王茜茜

王建军在土耳其Kipas公司农场交流良好棉花种植。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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