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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後港男赴中東開農場種菜
用AI製「魚菜共生」自動系統 成立初創企獲3500萬投資

80後港男樂梓健（Ray）為了一圓農夫

夢，毅然減薪創業，成為「城市農夫」。這

位熱衷學習新科技的農夫與團隊研發「魚菜

共生」自動化系統，透過人工智能（AI）、

IoT技術及大數據分析調節環境，種植出食

用花及微菜苗，專攻酒店及食肆。他有份成

立的初創企業於Pre-A輪已獲近3,500萬元

投資，最近計劃於東盟及中東大展拳腳，冀

把港產技術推往國際市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陸雅
楠）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和香港
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昨日發
表「學前和學齡特殊教育需要
（SEN）兒童優勢與支援需要」
調查報告，當中顯示，逾七成
受訪SEN學童家長指要定期服
用藥物來幫助處理情緒，可見
照顧者心理負擔極重；近九成
受訪家長直言，SEN孩子由幼
稚園升小學的階段，銜接服務明顯不足。社協
指，調查反映特區政府對SEN兒童的支援存在缺
口，認為應將現有的學前兒童支援延至小學，並
為SEN學童提供學習券，以「人本」支援模式助
他們發展潛能。
現時香港SEN確診學童超過8萬人，調查團隊
今年5月至8月訪問了其中283名 SEN童家長，
72.1%人指需要定期服用精神科藥物幫助處理情緒
或壓力，情況令人擔憂。約九成受訪者直言，情
緒壓力主要源於子女的問題，其次是家庭經濟壓
力、住房問題和夫妻關係。
調查指出，現時幼稚園階段的學前SEN童支持

由社會福利署統籌，並有不同模式供家長選擇，
但升讀小學後則只能透過「校本」模式，被動依
靠學校安排，SEN童接觸專業人士次數亦大減，
支援成效不彰。87.7%受訪家長認為，SEN子女由
幼稚園到小學的銜接服務不足夠或非常不足夠，
當中小學SEN童多達95%人未曾接受包括繪畫、
音樂和運動等「興趣支援」，說明相關支援服務

存在「斷層」。
中大社工學系助理教授崔佳良指，近七成受訪
家長在調查中抱怨服務名額太少的問題，而SEN
童照顧者若與社工見面的頻率越高，情緒問題可
減少，但實際上受訪家長每年平均只能與社工見
面3.35次，未能有效幫助。

團體籲派學習券助SEN童
社協社區組織幹事黃文杰指，SEN童升小學後
的支援服務由教育局統籌依不同學校作「校本」
安排，然而學校很難兼顧到所有SEN學生的需
求，即使近年來增加了資金撥款，家長和學生仍
然感受不到服務改善的效果。
她呼籲政府應加強跨部門合作，將現有學前支

援模式擴展至小學，並可以在「校本」支援基礎
上增加「人本」支援，提供每月的現金資助或學
習券，幫助SEN童發揮學業和發展潛能；此外也
要加強家校合作，及設立照顧者津貼，讓照顧者
獲得所需的支援和關注。

逾七成受訪SEN童家長定期食藥減壓

◆ 社 協 認
為，政府應
為 SEN 學
童提供學習
券，以「人
本」支援模
式助他們發
展潛能。

Ray讀大學時主修商業，畢業後於設計業及製造業工作，在行超巿時，他覺得蔬菜賣得
很貴，遂想自己種菜，於是由2013年起開始業餘耕
種。「我發現土耕菜味道好，但成本高難以scale
up（增大）；水耕菜成本低，但淡而無味。」
後來他了解到有「魚菜共生」技術，故跟朋友遠
赴美國三藩市學習，才知道這技術可以商業化。
2019 年，Ray 索性與兩位拍檔成立 Full Nature

Farms，以「魚菜共生」水耕技術種菜。「魚菜共
生」是指在同一套系統中進行種植及養魚，利用魚
兒產生的肥料，供給蔬菜養分，並透過控制溫度和
濕度等，縮短和穩定蔬菜生長周期。
其團隊初期從內地購買器材組裝，因產品不是度
身訂做，發現問題多多未符合實際所需，所以聘請
理大的工程團隊研發自動化技術，透過物聯網收集
系統水位、水流、溫度、pH值、水中營養度等數
據，並以AI作分析，同時有LED燈發出適合光譜

助植物生長。設立自動化系統後，不需人手
長期監控，系統更會主動提示，例如水流漸
少，可能是氣泵損壞，其團隊可及時修正。

系統自行研發 價錢平似內地菜
創業初期，主要為海外買家，也有內地客

戶每星期到港購買有機菜。後來遇上疫情，
正當Ray苦惱之際，有本地酒店主動聯絡
他，希望可以購入食用花及微菜苗，公司因
而開拓到新市場。
Ray表示，所有系統均自行研發，加上直

接跟廠房合作確保系統質素，種植成本大
降，故可媲美內地菜的價格。
Ray透露，其公司會積極開拓海外市場，

如跟馬來西亞公司洽談技術轉移，更已經與
中東沙特阿拉伯投資者簽訂合作備忘，計劃於當地
開設魚菜共生室內農場，「當地只得入口菜，價格
比香港的高級超市的定價還要高。我們看到當中的
機遇，會跟當地公司成立合資公司，以魚菜共生技
術種植水耕沙律菜。」
此外，公司正跟本地大學合作，研究在魚兒身上

的益菌對植物的生物反應，冀可優化系統。

聘智障者當簡單工序 協助就業
Full Nature Farms現有14名員工，當中3位為智
障者，他們負責種花、摘花等簡單工序。Ray指，
其表哥是智障者，令他特別明白智障者的困難，創

業後想幫助他們就業，遂跟匡智會合作從中揀蟀。
為免他們經常做重複性工作而感到乏味，公司近日
委派他們參與其他工序，增加工作樂趣。
Ray將參加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於本月13日

至16日假灣仔會展中心舉行的「香港秋季電子產品
展」，期望宣傳公司及開拓市場。

◆Full Nature Farms現時聘任14名員工中有3位為智
障者，負責簡單工作。

◆樂梓健（右）利用科技種有機菜的初創企業，獲得Pre-A
輪接近3,500萬元投資，並計劃於東盟及中東大展拳腳。

投資者勉青年創業者抓灣區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在高速發展的數字
經濟時代，青年創業者應如何找準投資機遇？香
港菁英會昨日舉行「2024年創新創業展望」Net-
working，多位科創投資者表示，投資表面上是投
技術，其實是在搏未來，未來的關鍵不在技術，
而在於年輕人的發展。他們鼓勵有志創業者要打
造全能的創業團隊，並順勢而行，把握大灣區發
展和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的巨大機遇，實現自
身價值。

勉要勇於轉型 打造全能團隊
斑馬星球科創加速平台創始合夥人洪為民表

示，自己在考察創業項目時，會注重經濟和社會
效益的平衡。他直言：「對投資者來說，『諗到
橋』不一定值錢，能做成事才值錢。」他鼓勵創
業者要勇於改變轉型，補齊團隊的短板，打造全
能的創業團隊。
錫蘭集團董事長凌俊傑表示，「投資表面上是

投技術，其實是在搏未來，未來的關鍵不在技
術，而在於年輕人的發展。」
他認為，所有的技術工具都需要有創意、有能

力的人駕馭，故投資人最重要的功課，是從早期
識別、培養有潛力的年輕人，把對未來的判斷和
已有的資源分享給他們，讓他們可以走得更快更
遠。
資深醫療科技投資者伍兆城表示，隨着技術不

斷進步，個性化醫療有望變得更加普及。在生物
科技領域中，個性化醫療極具潛力。「此發展關
鍵在於將基因組學、大數據分析和人工智能等先
進技術整合在一起。通過了解患者的獨特遺傳和
分子特徵和外在因素，預測疾病風險，進行更精
確診斷，並開發針對性的治療方案，從而優化社
會醫療資源利用。」

香港青年創業家總商會主席謝海發分享自己的
創業思路，在於「人無我有，人有我優」。在如
今全球局勢下，他鼓勵有志創業者順勢而行，趕
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東風。「創新創業是中央
政府和特區政府政策的重中之重。很多年輕人未
必能趕上改革開放的第一波歷史機遇，粵港澳大
灣區這個百年難得的第二波機遇，大家一定要好
好把握。」

善用優勢速建生物科技產業高地
相達生物科技創辦人招彥燾表示，全球生物科
技發展迅速，香港發展相關產業有獨特優勢，加
上國家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特區政府努
力推動已漸見成效。「對於想投身創科創業的人
士來說，現在是絕佳時機。憑藉國家龐大的產業
供應鏈和市場潛力，創業者應積極善用這優勢，
加速建設香港成為生物科技產業高地，實現自身
價值。」
活動主辦方、香港菁英會主席林智彬表示，菁

英會將探索香港及大灣區其他城市的不同創業機
遇，對接粵港兩地具代表性的機構，包括雙創基
地、大學、非政府機構、科研單位、專業團體、
創投基金等加入，攜手建立一站式的資訊、宣傳
和交流平台，尤其要讓香港年輕人充分明白到中
央規劃大灣區的真諦，理解香港的特殊優勢和獨
特作用角色。
出席活動的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副局長梁宏正
指，期望菁英會能定期主辦相關活動，令青年人
不單可以相互交流，更可以從投資者、業界前輩
取經，了解創新科技趨勢，拓寬商業網絡，助力
創業路走得更順暢，並透過認識更多新朋友與不
同合作夥伴，達至協同效應，發展別具特色的創
業生態圈。

◆香港菁英
會昨日舉行
「2024 年創
新 創 業 展
望 」Net-
working。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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