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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食品安全的重视催生了不少“超级农民”，他们理解城市人对食品
安全的迫切需求。种植过程中，通过大棚、生物技术、优质种子等减少甚至
不用农药，并且自己控制流程和终端。但做“超级农民”赚大钱的同时，他
们初期也遇到融资难题。

““做做农农业业真真是是
每每天天拎拎着着脑脑袋袋””

“超级农民”为保蔬菜安全步步心惊

“食品安全现在太重要了，做
农业真是每天都拎着脑袋，风险很
大。”章丘会龙韭园家庭农场的主
人柴会龙说。他2012年大学毕业
后，回老家柴家村种起了无公害韭
菜，现在已经有了20多个大棚，成
了章丘家喻户晓的新生代农民。

柴会龙先在家里挖了个100立
方米的沼气池，用池子里腐熟的有
机肥种韭菜。主要依赖冬季地下低
温来给韭菜杀虫，只在冬季上市。

柴会龙种的无公害韭菜，每年
都会有国家的抽检。销往济南的银
座、华联等超市时，也会抽检。“一
旦出问题，就一定能找到我。”柴会
龙说，出口的韭菜对检测要求高，
批批都要检测，平摊到菜价上也
贵，需要卖到15元一斤。而进本地
商超的则是抽检，卖10元一斤。目
前，他的韭菜还卖到了迪拜。

山东虹禾谷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杨晓燕的基地在历城区
仲宫小门牙，种了30种蔬菜。“韭菜
夏天用的是低毒的生物农药，通过
线虫来损坏韭蛆。”杨晓燕介绍，她
的韭菜夏秋也不收割，气温低的冬
季和春季收割。

杨晓燕的园区检测也很严格，
由于园区2013年被评为国家级蔬
菜标准园，每天都有食品安全协管
员来抽取30个样品，平均一个菜品
一种样，带回实验室做速检。每年
国家也有几次抽检。

这两位“超级农民”的种植基
地都属于自己家庭所有，即便成立
了公司，也是自己负责管理。“以前
也想过通过农业合作社来整合农
民种的菜，但是这样规模太大，很
不好控制，风险很大。”柴会龙说。
杨晓燕也持同样观点。

这两位“超级农民”卖菜都有
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直接对接终端
市场。他们都不往批发市场和农贸
市场卖货。柴会龙的韭菜主要对接
济南的银座、华联超市和酒店。杨
晓燕每天1万斤的蔬菜，有25%供
应来园区采摘的市民，还卖到山东
等8省的酒店，有的还配送到私人
会员家。

柴会龙给自己的韭菜包装贴
上了二维码，在超市购买时，扫描
二维码能追溯到他的家庭农场，还
能得到这袋韭菜的生产日期。不
过，最终卖到了哪位市民手里，柴
会龙坦言，自己仍然掌握不了，还
需要超市的票据。但是，这已经减
少了中间环节，方便追溯，而且不

容易被批发商压价。
“没有中间的流通和转手环

节，配送方运到机场，到达目的
地后酒店接收。济南的私人会员
都是通过快递配送。”杨晓燕说，
自己的菜卖到哪里了都很清楚。
下游要来追溯，也能追溯到她的
园子。“蔬菜都有包装，写着我们
的地址。想要冒充我们的产品也
不行，因为我只做独一家的。”杨
晓燕说。

目前，这两位“超级农民”都已
经在现代农业上尝到了甜头。柴会
龙最初投入的30万元成本已经收
回，每个大棚一年能赚5000元。杨
晓燕的公司年产值则已经高达
1200万元。

新型农业用新技术和现代化
设施来种无公害、绿色蔬菜，初期
投入高、融资难。销售渠道找对了，
能有比较大的利润空间，但是回本
周期比较长。

杨晓燕说，自己最初投了300
万元，4年间投入1000多万元。最初
的钱多是之前做生意的积蓄，后续
则是赚一些投一些。“现在做农业
还不能以流转来的土地做抵押，银
行并不认可土地地上物的价值。所
以个人货款只能用房产之类做抵
押。如果走农业合作社，程序非常
复杂，贷到的钱也不多。”

为了从一家银行贷款200万

元，杨晓燕抵押了自己在市里的房
子。而按照银行的评估，抵押物还
不够，只能找担保公司担保贷款。
这样，就需要付给担保公司百分之
二到百分之三的担保费，另外，200
万元也只能贷出180万元，要留下
20万元在银行作为保证金，但是利
息仍需要以200万元的基数还。

“国家对设施农业有扶持资
金，比如一个100万元的大棚，扶持
10%的建棚费，但大头还是要自己
出。”杨晓燕认为，设施农业真要发
展，还需要降低融资成本，希望银
行能将农业方面的贷款限制条件
放宽一些。

文/片 本报记者 张鹏飞

“别人两茬我一茬，

产量还减半”

“同样是年前一起种的西红
柿，别人的大棚都收了两茬，我
的还要等20多天才能收获。”入
行20多年，山东齐鲁惠丰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凤全对菜
的产量和成本颇有研究。

去年，惠丰通过与北京首农
合作，拥有了近2000亩蔬菜的生
产管理权，梁凤全说，“我不敢妄
求非要种出有机蔬菜。但是，20
年了，我想尽心用最传统、最自
然的办法，让大家吃到最天然
的、最原始的瓜菜的味道。”

“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用农药
和化肥，这里的黄瓜和西红柿不
用水洗，可以直接吃。”在老梁的
现代化日光温室里，鲜红欲滴的
西红柿挂在叶梢,记者随手摘了
一个，一股浓郁的西红柿香味扑
面而来，咬下一口，水分充足，酸
甜可口，味道很“正”。

伴随这种高标准而来的代

价，就是高成本和低产量。花三
年时间养地、人工除草消毒、防
虫网和防虫灯设备、生产周期
长，这些高投入换来的产量却有
些不尽如人意。

梁凤全坦言，自己种的黄
瓜、西红柿、西瓜，平均产量要比

普通基地少四成甚至一半以上。

“真种有机果蔬的，

没有几个赚钱的”

由于种植成本远高于普通
蔬果，老梁的果蔬在市场上略显

“高贵”的身价，让不少消费者望
而却步。比如市场上的黄瓜两三
块钱一斤，惠丰种植的有机黄瓜
要卖到12元一斤。

其实，让梁凤全犯愁的还不
只是产量和价格，而是一般消费
者对他产品的不了解。近些年有
机蔬菜一再出事，消费者对此并
不买账，由此导致的“劣菜驱逐
良菜”、“优质不优价”的现象十
分明显，这也使老梁头疼不已。

好菜卖不出好价格，一旦卖
不出去，还面临着易变质腐败的
难题，“市民对蔬菜的要求这么
高，可能放一天，消费者就不会
选择了。据我这几年的体会和观
察，做高端果蔬的几乎全都是赔
钱的。”山东回归自然有机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李晨，对
此大发感慨。

李晨表示，“真正做安全食
品的人真的是靠良心在做企业
的，他们真的很难，但是他们乐
于坚持，他们是有情怀的。”

好产品找不到路子

背靠企业内部消化

近两年，记者在走访中注意
到，有很多高端食品是针对自己
圈子内的朋友、员工或者客户进
行供应的。如传统工艺酿造（酱
油、醋、酒），有机蔬菜、水果等。

在聊城有一家叫正信生态
农业科技园的企业，他们背靠主
做招投标业务的正信集团，两年
前自己建起了有机酱油醋生产
线。而他们的产品，主要作为自
己的客户馈赠或用作员工福利。

早在五年前的采访中，记者
就在济南、淄博、潍坊等地见到
了果蔬自给自足的企业，他们在
企业的厂区内开辟一块土地，纯
天然种植蔬菜和水果，供自己企
业内部消化。即便是惠丰，他们
的产品销售渠道也带有明显的

“圈子化”影子。
对此，梁凤全感慨道，“农

产品要保证安全，企业自律是
第一步，也是最基本的，但这远
远不够，政府部门首先要做好
监管，将坏产品打出去，将好产
品托出来；更重要的是消费者
需要理性成熟，真正认识到自
然生长蔬菜的价值，形成良性
循环。”

本报记者 王皇

产量少，价格高，市民难接触

有有机机菜菜难难卖卖，，多多靠靠““圈圈子子消消费费””

噪韭菜出口每批都检，卖到15元一斤

噪贴上二维码，能查产地和生产日期

噪贷款买设施，把自己的房子都抵押了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柴会龙和杨晓燕生产的绿
色无公害蔬菜，取得了不错的收益，但并非每个优质蔬菜生
产商都如此幸运。而且，无公害的绿色蔬菜一般都是高价，有
机蔬菜要走向百姓餐桌，还有多远？

梁凤全的有机蔬菜大棚种植的西瓜很甜。（资料片）

柴会龙在自己农场的韭菜大棚里。(资料片) 本报记者 徐延春 摄

食安诚信联盟

邀您加入
齐鲁壹点已开通食安频道

本报济南9月17日讯（记者
王皇） 近日，济南市食品药

品监管局联合本报等24家媒体
发起建立“食品安全诚信联
盟”。本报邀读者共同监督，守
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出现违
法违信企业将第一时间曝光。

将于10月1日起实施的新
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生产企业
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生产经
营性质恶劣的违法行为，现行
食品安全法最高处罚货值金额
的10倍，而新法则提高至30倍。
同时强化了刑事责任追究。

为了宣传诚信生产、诚信

经营，济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联合本报等24家媒体，以
诚信联盟与食品生产经营企业
立约。

首批已有15家大型食品生
产企业率先发出倡议。

有意愿入盟的单位，可发
送邮件到本报“舌尖上的安全”
栏目邮箱wanghu a ng 2 0 0 7@
126 .com，或拨打本报96706热
线。也可发送邮件至jnssabjdjc
@sina.com报名。

齐鲁壹点客户端已开通食
安频道，致力搭建山东最有公信
力的食品安全宣传推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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