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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学 毕 业 后 返 乡 创
业，发展鲜花种植产业，刘
凯槟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
慢慢成了种植行家。如
今，鲜花销售做得有声有
色，刘凯槟又转型从事农
业服务，在实现个人发展
的同时，为周边农户提供
就业岗位，带动乡亲邻里
共同致富。

要想创业成功，先得选对产业。初次创业者，资金、经验等都不太够，最好不要选

择前期投入过大、回报周期过长的产业。基于这个考虑，我从原计划养牛转向了花卉

产业。选好了产业，下一步应考虑如何在这一行业中脱颖而出。关键还是靠技术和

市场——有技术，能生产好产品；懂市场，好产品才卖得出去，二者缺一不可。

——刘凯槟

■创业心得R

■人物故事·聚焦乡村创业R

车行至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马街镇杜旗

堡 村 ，村 旁 十 几 个 集 中 连 片 的 温 室 格 外 醒

目。眼下，棚内十几种颜色的玫瑰争奇斗艳，

工人们正忙着采收。

其实以前杜旗堡村从未种过鲜花，这些温

室才建起来几年。也难怪，鲜花种植基地的经

营者、“90后”刘凯槟，回乡创业也才 6年。

摸爬滚打成为种植行家，又转型从事农

业服务；不仅自己做出了一番事业，还带动周

边农户致富。在返乡创业这条路上，刘凯槟

的努力从未停止。

回乡琢磨种花

“我要创业！”2015 年，即将大学毕业的刘

凯槟，一门心思想创业。“昆明人才集聚，在这

里创业未必有竞争优势。回到家乡，我倒是

信心满满。”

大学生儿子返乡创业，父母不太乐意，刘

凯槟给出了自己的判断：“农村资源丰富，就

看怎么盘活这些资源。我回来创业，说不定

能干出一番比在城里更大的事业。”见儿子铆

足了劲儿，父母索性让他先试试。

说干就干，刘凯槟先去昆明市呈贡区斗

南花卉市场转了转，又软磨硬泡找父母借了

20 多万元，加上跟亲友借的十来万元，刘凯槟

算是正式创业了。

起早贪黑干了半年，眼见着小苗开花，

刘凯槟心里也乐开了花。可是，直到花开了

一地，也无人上门收购；他摘了些样品送到

斗南花市，却被告知：花品质一般不说，还开

过了头。第一年创业，不仅没赚到钱，还亏

了不少。

怎么办？走出基地，找专家、跑公司、转

市场。

花了半年时间调研，结论不太乐观：别说

大公司，当年就连普通花农都赚钱了。“不是

市场不好，而是自己不行。连最基本的压枝

打杈都不知道，不懂种植，更不懂市场。”

到石林鲜花产地参观时，刘凯槟刚进花

卉产业园，几百亩玫瑰映入眼帘：橙的、紫的、

蓝的，五颜六色的玫瑰竞相绽放。“物以稀为

贵。传统玫瑰品种市场已经饱和，橙色、紫

色、蓝色这样的小众品种虽然风险大，但价格

高。要是我能试种成功，找好销路，盈利空间

很大！”心里这么一盘算，刘凯槟从产业园购

买了 5 万株拿回去试种。

第二轮种花，刘凯槟更是一心扑在花房

里，不敢大意。压枝打杈、采摘包装，自己都

参与。为了节约成本，自己开车把花送到斗

南花市，深夜两三点回到基地是常态。

2016 年，刘凯槟赶上了好行情：传统玫瑰

一元多一枝，自己的小众玫瑰卖到了七八元

一 枝 ，每 亩 净 利 润 近 3 万 元 ，赚 到 了 第 一 桶

金。还清了外债不说，他还升级了硬件：告别

低端大棚，用起了自动化温室。

提前锁定买家

虽说第二年赚了不少，但一个顾虑浮上

刘凯槟心头：“价格涨了自然好，可价格暴跌、

鲜花滞销呢？”他深知，玫瑰种植技术并不复

杂，难点不在种，而是销售。

“对标国际市场，大型花卉企业早已实现

定价销售、订单生产。我们能不能采取线上

定价销售？”刘凯槟解释，在定价模式下，假设

一枝鲜花的生产成本是 0.6 元，目标利润率是

50%，那么生产商可以按照 1.2 元的价格提前

跟经销商签订单，这样生产商可以提前锁定

利润、专注于控制生产成本，经销商则可以提

前锁定成本、专注于开拓市场。

不过，相比那些有几十年客户积累的大

企业，一家初创企业想要实现订单生产，最缺

的便是稳定的客户。

靠着前期小众玫瑰销售时积累的客户，

刘凯槟开始了最初的尝试。

第一次自主销售，刘凯槟尝试与省外客

户对接。但他没什么经验，几千枝小众玫瑰

经陆运到上海，经销商刚开箱验货，就给刘凯

槟发来一张图。图片中，玫瑰花头小了不少，

有一部分玫瑰的外层花瓣脱水变蔫了，还有

些花瓣边缘已经残缺变黑。

看到图片，虽有些惊讶，刘凯槟还是有些

心理准备，“鲜花这东西，刚采摘下来时是最

好的，长途运输过程中出现一些损耗也在意

料之中。”刘凯槟说，那一次，自己花了几千元

赔偿经销商，买了个教训。

然而，教训并非一个，而是一堆。“头一个

月，卖出 10 枝花就要被退回 3 枝。”

“为了干事业，必须坚持。”明知转型不

易，刘凯槟没有放弃。一方面，他和团队不

断完善采摘、包装环节，减少货品损耗，运输

方式也从陆运改成了空运，运输时间大大缩

短；另一方面，也在逐渐筛选客户。“个别客

户反复成箱退货，无奈只能停止供货。”连续

吃 亏 长 经 验 ，刘 凯 槟 终 于 让 退 货 率 降 了

下来。

如今，近七成玫瑰还长在基地时就已经

确定了买家，已经有超过 200 家批发商、2000
家花店和刘凯槟的逸禾玫瑰产生了业务联

系。而剩下的三成玫瑰，则用来拓展新客户、

试种新产品。

“利润锁定后，可以更加专注于种植。”公

司的水肥一体化设施，自动为玫瑰提供最佳

比例的肥料；智能环控系统自动调节最适合

玫瑰生长的温度、湿度、光照；智慧农业一体

化管理系统实现了一花一码，将鲜花错漏配

损失从每月 5 万枝降低到了 3000 枝以内。

带动群众致富

从 2017 年开始，眼看着刘凯槟种植玫瑰

赚到了钱，先是亲戚朋友，后是周围邻居，马

街镇不少农户跟着他种起了玫瑰。

一天，马街镇四堡村村民李明到基地来

找刘凯槟。

“一亩地要投资多少钱？”“一年产多少

枝，收入咋样？”“对种植技术的要求高不高？”

李明也想种玫瑰，一见刘凯槟，迫不及待问了

起来。刘凯槟愿意带动农户一起种，一一耐

心解答。

“万一我种出来卖不出去怎么办？”“这个

您不用担心。您只管种，我们以保底价从您

这 儿 收 购 ！”刘 凯 槟 的 回 答 打 消 了 李 明 的

顾虑。

第一年，李明买了 3 万株种苗回去种，长

势不错，赚了 10 多万元。从那以后，李明年年

都在扩大规模，今年已经种了 20 亩。

随着自己的基地越来越大，带动的农户

逐 渐 增 多 ，刘 凯 槟 却 发 现 越 来 越 难 招 到 工

人。恰好村里希望他解决建档立卡贫困户就

业岗位，双方“瞌睡遇到了枕头”，一拍即合。

最终，杜旗堡村的 100 万元产业扶贫资金

入股刘凯槟的玫瑰基地，每年村里能拿到 20
多 万 元 分 红 ，其 中 六 成 给 到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现如今，帮花农销售玫瑰，又提供就业岗

位，刘凯槟的公司逐渐和周围村庄群众的收

入绑在一起。

杜旗堡村村民李老德掰着手指给记者算

了 3 笔账：一是土地流转金，两亩地一年收入

3000 元；二是产业扶贫资金分红，一年将近

2000 元 ；最 高 的 是 在 基 地 务 工 ，一 年 近 3 万

元。有了玫瑰基地，李老德一家的日子越过

越红火。

眼看玫瑰产业越做越大，刘凯槟又开始

琢磨推进企业的再一次转型。

现在，在杜旗堡村流转 360 亩土地后，刘

凯槟吸引来了一些投资者，由投资者出资建设

大棚，自己的团队负责提供田间管理、采摘、物

流、销售等运营服务。“以前我们做的是农业

种植，今后我们希望做农业社会化服务！”

刘凯槟大学毕业后回乡发展玫瑰种植产业，带动周边农户增收

致富路上，努力从未停止
本报记者 杨文明

刘凯槟，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马街镇杜旗堡村人，2015 年大学毕业后

返乡创业，发展玫瑰种植产业。如今，刘凯槟的逸禾花卉专业种植合作社种

植面积 500 余亩，带动种植户 30 余户，为周边 200 余户农民提供就业岗位。

种花有了经验，卖花有了市场，自己赚到

了钱，还带动身边群众增收。成功之后的刘

凯槟并没有止步，打算继续转型，这回要做农

业社会化服务。

农业社会化服务，近些年挺火。数据显

示，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组

织数量超 90 万个，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积超

16 亿亩次。

农业社会化服务，做起来也不简单。从

过去的经验式耕作，到如今的科学化经营；

从 过 去 的 分 散 小 块 田 ，到 如 今 的 整 合 大 片

地；从过去的单一环节管理，到如今的全链

条运营，要是没有两把刷子，这活儿恐怕是

做不下去。

可刘凯槟还是选了这条路，为什么？因

为这是让更多人享受农业产业化经营红利的

有效途径。

农业社会化服务，盯着的不再是自家的

一亩三分地，更广的服务半径意味着更大范

围农业生产的提质增效。不仅如此，随着产

业链条的打通，农产品的议价能力和抵御市

场风险能力也会迈上一个新台阶。

自己有能力赚钱，再帮助更多的人赚钱，

返乡创业人才将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这条

农业服务的新路，我们希望刘凯槟能走下去、

走成功。

一条新路 更大价值
白之羽

■点睛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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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西省宜春市

万载县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发展生态农业，大力普及“大

棚 +有 机 肥 +套 袋 ”等 新 技

术，种植的原生态有机葡萄

走俏市场。目前，全县已发

展原生态葡萄 1万余亩。

图为 8 月 19 日，在万载

县 双 桥 镇 昌 田 村 来 兴 葡 萄

园，众多游客前来体验采摘。

邓龙华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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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葡
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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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支

持香港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

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

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

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

能。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

中心、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

议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

中心，支持香港服务业向高端高

增值方向发展，支持香港发展中

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在“十四五”的开局之年，香

港各界积极谋划对接“十四五”规

划，让香港未来发展蓝图越来越

清晰。

传统优势的新机遇

7 月 15 日，香港金管局宣布

将与香港证监会成立绿色和可持

续金融中心，并组建专门团队评

估在香港发展区域碳交易中心的

可行性，为国家绿色发展和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融资支

持。“国家加大绿色项目投入，这

将为香港金融业带来新的机遇。”

中银香港经济与政策研究主管王

春新说。

“我们将发挥香港资本市场

及金融和专业服务优势，把香港

建 成 大 湾 区 内 绿 色 和 可 持 续 发

展的金融枢纽。”香港特区政府

财 经 事 务 及 库 务 局 副 局 长 陈 浩

濂表示，该局已与香港金融监管

机构成立联合工作小组，研究如

何 配 合 国 家 的 经 济 及 金 融 发 展

和国际投资者的需求，以制订发

展蓝图目标，服务国家经济发展

和对外开放，巩固香港国际金融

中心地位。

“‘保全安排’增加了香港作

为仲裁地的吸引力，并有助于吸

引 具 有 国 际 声 誉 的 仲 裁 机 构 来

港设立争议解决机构以及在港管理仲裁案件。”近日，香

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在内地与香港法院就仲裁

程序保全措施安排相关研讨会上表示，自“保全安排”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生效以来，共 6 所香港机构及办事处被确

认为符合资格的仲裁及争议解决机构及常设办事处，香

港的仲裁机构已协助处理 47 宗向内地法院提出的保全措

施申请。

“‘保全安排’凸显了内地与香港紧密的司法合作关

系。”郑若骅说，今年 7 月以来香港律政司已与内地有关部

门签订了 4 份法律合作文件，并正在寻求推动更多合作。

她表示，国家近年高度重视仲裁法律制度建设，希望香港法

律界能珍惜国家和时代给予的机会，进一步巩固香港亚太

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的地位，为国家繁荣作出

贡献。

城市发展的新动能

科研实力雄厚而成果转化少，是香港创科发展的一大

痛点，“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建立成为香港推动科研成果

转化的重要尝试。香港大学首席创新官何亦武透露，港大

目前已通过平台获批 40 亿港元研发资助，与过往直接拨款

资助科研项目的做法不同，该平台要求研发机构成立公司

并列明科技应用与商品化计划。目前，港大正准备在 9 家

子公司下成立逾 30 家企业并推出相关产品，推动科研成果

产业化。

“我们的‘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已经成功吸引了一批

来自海内外的世界级科研机构落户。首批 25 间研发中心

已完成实验室装修工程，并正陆续启动，其余两间研发中

心亦会于今年年底陆续启动。”香港特区政府创新及科技

局局长薛永恒近日介绍，经过多年努力，香港已经形成了

一个颇具活力的初创企业生态，香港初创企业数目 6 年间

增长 3 倍。

薛永恒表示，“十四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

新科技中心，更首次将深港河套地区纳入粤港澳大湾区四

个重大合作平台之一，充分反映了中央对香港创科的重

视。“我们也正全力发展位处落马洲河套地区的科技园，明

年初首批土地完成平整后随即展开工程，预计第一批次 8
座楼宇于 2024 年开始分阶段落成。”

在不久前举办的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高峰

论坛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透露，她自 2006 年担

任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常任秘书长以来，就一直积极推动

香港的文化事业，并成功建言将“支持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

术交流中心”写入“十四五”规划纲要。

林郑月娥表示，香港正从建立世界级的文化设施、致力

与海外著名文化机构建立紧密关系、持续推动香港与内地

文化交流、善用科技和培养人才等方面落实规划要求。

就业生活的新空间

乘着“十四五”规划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东风，越来

越多香港同胞在祖国内地拓展了就业生活的空间。

8 月 5 日，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院长卢宠茂等 37 位港籍

医生获得由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发的正高级职

称证书。这是深圳市首次为在当地工作的港籍医生直接认

定颁发正高级职称证书，也是深圳市加快建设粤港澳人才

合作示范区的重要探索。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不断深化融合发展，大湾区跨境医

疗服务合作在不断加强。前不久，怀孕 28 周的杨女士在香

港大学深圳医院接受了抗 D 免疫球蛋白注射液注射，成为

“港澳药械通”首个获批药物的第一位受益者。这标志着

“港澳药械通”政策正式落地。

近年来，中央不断完善惠港利民政策措施，健全香港与

内地在各领域深入开展交流合作的各种机制。据统计，

2019 年 2 月至今年 4 月，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已陆续出台

涵盖就业创业、财税支持、科技创新等各领域共计 231 部涉

粤港澳大湾区相关政策文件。

与此同时，香港特区政府启动多项鼓励香港青年在粤

港澳大湾区创业、就业的计划，受到广泛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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