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遷居大陸25年的林昆佑，從事的是菌菇生產生意，客戶主要
集中在餐飲行業。但持續兩年多的新冠肺炎疫情，令食品

餐飲業飽受衝擊，使得自己的公司也受到波及。「這幾年各
大飯店酒店餐飲退訂率很高，婚宴也縮小規模，一些餐飲
店甚至倒閉。」林昆佑說，今年上海疫情大範圍封控
導致物流不暢、成本上升等問題，公司原計劃銷往
各大連鎖餐飲企業的菌菇速凍預製菜產品，面臨
暫時停止的狀態。
泰州市台辦及時關注到這一情況，隨即通

過「學習強國」等網絡平台，幫助企業擴大
宣傳，拓寬銷售渠道。「這個真的蠻暖心
的，給我們帶來了一股無形的動力。」
林昆佑說，經過上述推廣，公司方面也
不斷接觸到一些品牌方、渠道方，目前
正在和幾個大型商超持續對接。
這並非林昆佑第一次獲得來自政府
部門的幫助。去年4月，在江蘇省台
辦和泰州市台辦的指導支持下，江蘇
數十家內資企業和台資企業合作成
立蘇台農業及食品加工業聯盟，隨
後還舉辦了多場對接會，邀請大陸
多個省市的台企、民企、國企負責
人及農業領域專家參會，促進供應
鏈和產業鏈上下游對接。「這種產業
聯盟對我們的幫助很大。」林昆佑表
示，無論是上游的原料採購，還是下
游的銷售渠道拓展，蘇台農業及食品
加工業聯盟在資源對接上起到了明顯的
作用。

疫下自省蓄力謀求五年轉型
儘管餐飲行業受疫情衝擊頗大，但林昆佑仍
然萌發了開拓餐飲市場的想法。他透露，公司計
劃今年下半年在江蘇多個
城市開設主打菌菇特色的
餐飲店，並將其打造為餐
飲連鎖品牌。其中，首家
門店將開在泰州，然後陸
續在南京、蘇州、無錫、
常州等地展開布局。他認
為，雖然餐飲業受疫情衝
擊很大，但是市場空間仍
然巨大。目前大陸市場的
連鎖餐飲品牌還比較少，
在食品安全、服務品質、
顧客體驗等方面都有提升
空間，而這些正是台商的
優勢。因此，公司計劃在未來五年內積極向
餐飲連鎖品牌轉型。
而在此前，林昆佑打算對企業做一次
「體檢」，即在內部審查哪些部門存在管
理漏洞、費用虛高、人浮於事等問題，然
後逐一對症解決，以便實現更加高效的扁
平化管理，提升疫後企業競爭力。

台灣試水店獲米芝蓮推薦
林昆佑準備開進大陸的連鎖餐飲品
牌，是他早前在台灣用大陸生產的蘑菇
所開設的特色火鍋店。為了符合特色，
店名特地使用了「菇神」。首次涉足餐
飲業的他未曾料到三家店憑借優質的
菌菇食材聲名鵲起，去年入選米芝蓮
在當地的「推薦餐廳」榜單，在競爭
激烈的台灣餐飲界站穩腳跟。而這也
讓他產生了打通企業菌菇產業鏈上下
游的想法，「如果一直停在農業種
植，可能我們早早就被淘汰了，只能這
樣子往前走下去。」林昆佑還表示，在
進軍餐飲服務業的同時，還計劃向菌菇
萃取等生物科技領域發展，以進一步提
高產品附加值。
林昆佑相信，大陸仍是全球最大的消
費市場，因此繼續看好大陸市場，專心
做好做精菌菇產業，積極擁抱新零售和
餐飲服務等新領域，為疫後市場復甦積
蓄能量。他更相信，疫情的衝擊是階段
性的，只要公司管理、產品品質沒有問
題，很快就會渡過難關。

台企疫下布局餐飲連鎖開拓
感念大陸政府助力 加大投資發展產業鏈

台 海 專 題A14

20222022年年88月月88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2年8月8日（星期一）

2022年8月8日（星期一）

◆責任編輯：鄭海龍 ◆版面設計：余天麟

也 許 因 為 業
務出身，林昆佑
非 常 「 自 來
熟」，即便是與
客戶初次見面，
他都會這樣自我

介紹，「雖然這是我們第
一次見面，但是我們應該

早就在康師傅的香菇燉雞
麵，或者是在海底撈、老鄉

雞、西貝莜面村、撈王有過接
觸。」林昆佑這樣說的原因，

是因為上述幾個餐飲企業，都選
用由林昆佑公司所生產的菌菇。
1992年，林昆佑的父親和叔伯跟

隨台商西進的步伐，先後在福建、河
南、山東從事菌菇種植和加工貿易，成

為最早「登陸」的台企之一。林昆佑說，
當時大陸的菌菇種植方法比較傳統，種出來

的菌菇品質不一，難以達到出口要求。而廣運
農業帶來了先進的菌菇種植方式和管理經驗，採取
「公司+合作社+農戶」的模式，相繼建起了1,100

餘畝自有農場，帶動4,000餘名農民一起種植菌
菇，主要出口美國、加拿大等地大型商超，

產品一度供不應求。
2012年，在隨父遷居大陸第十五個年頭，
林昆佑大學畢業了。但與此同時，隨着大

陸的經濟發展，市場環境也已經發生
巨大變化。特別是金融海嘯的衝擊，
使大量出口企業面臨巨大衝擊，國
家積極鼓勵出口轉內銷。

駕車兩小時送貨
只為千元首單

林昆佑說，內外銷的運作
模式與規則不同，脫離了代
理商的環節，所有市場需要
自己一步步摸索建立，剛起
步時非常艱難。林昆佑需不
斷拜訪客戶和參加展會，
「經常是我一個人拉着裝滿
冷凍菌菇樣品的沉重皮箱，
走在上海、南京等城市的大
街小巷，一家家拜訪客戶，又

一次次被無情地拒絕。」他清
楚地記得，自己賣出的第一單

「七朵好菇」是在一次展銷會
上，5箱貨價值不到1,000元（人

民幣，下同），但足以令他興奮不已，親自開車
兩個多小時送貨到南京。

還有一次，在一個下雨天，林昆佑拜訪一家
餐飲連鎖店時，又一次被店員無情地拒絕。心
有不甘的他以用餐為由留在店中，鄭重其事地
點起了餐。終於被林昆佑的執着打動了店家，
並將林昆佑帶來的樣品送到廚房，炒熟後現場
試吃。與這家餐飲連鎖企業的客戶關係從此建
立。而這家連鎖企業也成為林昆佑長期大客
戶，每年都為公司貢獻大量訂單。

林昆佑憑着這樣的努力先後與海底撈、老鄉雞、
西貝莜村、康師傅、統一企業、上海人家、撈王等20多家知名品牌食品餐飲企業達成長期合
作，大陸新零售標杆企業盒馬鮮生也主動伸出「橄欖枝」，邀約入駐。這也成為
他每次與客戶進行自我介紹時最大的底氣。

受新冠疫情衝擊，在大量餐飲企業

不斷收縮經營的背景下，在大陸發展多年的台商林

昆佑卻在暗自蓄力，準備在下半年於江蘇多個城市布局米芝蓮

推薦連鎖餐飲品牌。他如此堅定的底氣，源於江蘇省和泰州市台辦疫

下積極為當地台企牽線紓困，拓寬了當地台企對外地的合作渠道與空間。

「即使受疫情衝擊，大陸仍是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餐飲服務等領域仍具很大發

展空間。我們繼續看好大陸市場，為疫後市場復甦積蓄能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 賀鵬飛 江蘇泰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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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下個百年在大陸

��

林昆佑所在的家族企業廣運農業歷史最早
可追溯至1925年，曾祖父輩在台灣南投高山上
種植菌菇，並將菌菇製作成調味料出售。到了祖
父輩開始了菌菇類農產品銷售批發，逐步發展成

為台灣前十大菌菇貿易商，再到父親轉向大陸投資，
企業發展已約百年時間。「公司上個百年主要在台
灣，下個百年會是在大陸。」林昆佑很篤定未來企業
發展的方向。
1992年，林昆佑的父親和叔伯就跟隨台商西進的步

伐，先後在福建、河南、山東從事菌菇種植和加工貿
易，主要出口美國、加拿大等地大型商超，產品一度
供不應求。大學畢業後林昆佑負責企業開拓大陸內銷
市場的工作，不到十年時間，將原本主營外銷的知名
菌菇企業成功轉型全面融入大陸市場，使「百年老
店」的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

「我們始終堅持在菌菇行業裏面去深挖，
一步一步地向前推進，專心把菌菇產業做
好。」林昆佑表示，回顧百年發展歷程，從曾
祖父在山上採摘菌菇，然後嘗試小棚種植，再
到大棚種植，發展菌菇貿易，之後又轉向食品加工，
業務重心轉向大陸、外銷轉向內銷，一直到進軍餐飲
服務業。一路走來，家族企業一直在轉型升級，但始
終是圍繞菌菇產業鏈不斷向前延伸。
特別是泰州工廠建立後，產品的質量管控和穩定

性上進行了很大的創新突破，引進新型電子化系統
和ERP系統，確保食品標準化、產品可溯源。為順
應消費者「速食」習慣變化，公司又於2020年1月
引進新的速凍機器，可以快速降溫，鎖住營養，確
保菌菇的新鮮口感，並加工成各種各樣的預製菜流
向市場。

◆圖為林昆佑（左）在洽談業務。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第九屆「海峽兩
岸民俗文化論壇」6日通過上海和台北連線的方式
召開，兩岸近百名嘉賓通過網絡出席，圍繞中華傳
統節日中元節的民俗禮儀和文化內涵進行交流研
討。上海市公共關係研究院副院長李秘表示，在當
前兩岸局勢緊張的背景下，「海峽兩岸民俗文化論
壇」順利舉辦，具有特殊意義。台灣中華詩詞藝術
協會理事長謝明輝表示，兩岸血濃於水，共同的語
言、文化、習俗、禮儀是交流往來的最堅固紐帶，

也是未來和平統一的最強大動力。
本屆論壇由「海峽兩岸清明文化論壇」發展而

來，由上海市公共關係研究院與台灣中華詩詞藝術
協會聯合舉辦。論壇通過紀錄短片、詩詞朗誦、書
畫筆會、學術研討等多樣化活動形態，探究了中國
人敬祖孝親、慎終追遠的孝道思想，凸顯了中華文
化儒釋道和睦相處、相互融合的鮮明特色，展示了
兩岸血脈親情的文化基因。
在學術討論環節，兩岸專家學者圍繞「攜手傳承

民俗禮儀、共同發展中華文化」的主題，從文化探
源、儀式建構、融合演變、傳承發展等視角，對中
元節的民俗禮儀和文化內涵進行了深入交流。大家
認為，兩岸民俗專家應同心傳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
統文化，促進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
上海市公共關係研究院副院長李秘表示，在當前

兩岸局勢緊張的背景下，「海峽兩岸民俗文化論
壇」順利舉辦，具有特殊意義。說明大陸爭取和平
統一的基本方針沒有改變，大陸仍希望以和平的方

式實現統一；落實「兩岸一家親」的政策沒有改
變，仍繼續執行增進同胞親情和福祉的政策。一方
面對「台獨」分裂勢力要堅決打擊，另一方面對廣
大台灣同胞則厚植親情。
台灣中華詩詞藝術協會理事長謝明輝表示，兩岸

血濃於水，共同的語言、文化、習俗、禮儀是交流
往來的最堅固紐帶，也是未來和平統一的最強大動
力。兩岸的事應該由兩岸人民來溝通，願兩岸攜手
合作，共迎美好未來。

第九屆「海峽兩岸民俗文化論壇」線上舉辦

◆林昆佑家族四世同堂。 受訪者供圖

◆◆圖為顧客在圖為顧客在「「菇神菇神」」火鍋餐廳用餐火鍋餐廳用餐。。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廣運農業計劃在大陸發
展主打菌菇特色的餐飲連
鎖品牌。 受訪者供圖

◆圖為廣運
農業菌菇加
工車間。

受訪者供圖

◀圖為廣運農業第
四代代表林昆佑。

香港文匯報
記者賀鵬飛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