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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小都是看着香港電影、聽着香港歌曲長大的，
哪怕沒去過但對香港也很是嚮往。」梅建中說道。

2022年4月，香港代表到商南考察後，被這裏獨特的自然資
源所吸引。在商南縣委、縣政府的協調下，梅建中正式投身
供港澳蔬菜事業當中。

沒有病蟲害 土地還富硒
西起甘肅、橫貫陝西、東抵河南的秦嶺，是長江與黃河兩
大水系的分水嶺，也是中國的中央水塔和重要的生態安全屏
障。商南縣是南水北調的水源涵養地，對生態保護幾乎到嚴
苛程度。「我們首批供港蔬菜種植地挑選了自然條件最好的
十里坪鎮，海拔在 800—1,500 米，有『三月不化雪』之
說。」除了空氣、水和土壤無污染不含重金屬這個基本條
件，十里坪鎮地處高寒山區、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晝夜溫
差大，幾乎沒有病蟲害存活的條件，所以不用施任何農藥。
「沒有病蟲害，土地還富硒，所以我們的高山蔬菜品質好、
營養豐富、爽口清脆。」為了保證供港蔬菜的品質，梅建中專

門邀請了專業機構對土壤、水資源和空氣進行化驗，並通過了
海關供港澳蔬菜基地認證。蔬菜成熟後，經過68項檢測，所
有指標全部符合供港標準。2023年7月9日首批秦嶺生態土豆
發往香港，2023年10月29日首批包菜發貨，隨後反饋回來的
一系列好評，讓梅建中更加堅定了做供港蔬菜的決心。

高山菜首次赴港供不應求
雖然對商南秦嶺生態高山蔬菜的品質信心十足，但第一次

赴港便出現供不應求的火爆，讓梅建中頗感意外。「一方面
說明我們的蔬菜品質過硬，另一方面也說明香港市場對於高
品質蔬菜的需求非常大。」在2023年土豆、包菜、蘿蔔三
個菜品成功進入香港市場的基礎上，今年梅建中帶領全公司
邁出了更大的步伐。他們在商南縣試馬鎮建設了288畝供港
澳蔬菜大棚示範基地，不僅試種奶白菜、上海青、廣東菜
心、生菜和香菜等更多的品種，同時供港蔬菜種植範圍延伸
到商州區的牧護關鎮、楊斜鎮和黑山鎮，經海關認證的基地
種植面積已達到16,000多畝。

打造供港蔬菜全產業鏈條
「如今商南縣已經逐步構建了長期穩

定的秦嶺高山蔬菜供港銷售體系，高
山、有機、富硒的菜品深得香港市民喜
愛。我們希望通過不斷地篩選試種，選
出最適合本地氣候的菜品，不斷豐富香

港市民的餐桌。」
根據供港蔬菜的發
展前景，梅建中計劃
通過三至五年的發
展，使商南全縣供港
蔬菜基地達到二萬
畝，綜合產值超四億
元人民幣，供港蔬菜
一二三產業總產值達
10億元人民幣以上。
此外，梅建中目前

正在着手規劃供港蔬
菜產業園，建設淨菜加工、泡菜、乾菜、預製菜、土豆粉、
果蔬脆片、凍乾蔬菜等深加工生產線，以及冷鏈倉儲、生態
餐廳、高端康養民宿等，打造供港蔬菜全產業鏈條。

讓「秦嶺山珍」品牌走向世界
商南縣縣委副書記李軍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如今商南供
港蔬菜憑藉天然有機的優良品質樹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不
僅暢銷港澳市場，亦受到西安、上海、武漢等內地城市消費
者的喜愛與青睞。下一步，商南縣將進一步加大對供港蔬菜
項目的政策支持、資金投入和服務保障力度，讓「供港蔬
菜」和「秦嶺山珍」品牌暢銷全國，走向世界，豐富消費者
的「菜籃子」，鼓起山區群眾的「錢袋子」。

商南三月不化雪 空氣土壤無污染

6月的秦嶺，滿目青翠，微風拂過。「這一茬土豆長勢真好，再過幾天就要採摘，不日便將出現在香港市

民的餐桌上了。」看着群山峻岭間一壟壟綠油油的土豆秧，陝西商南供港蔬菜基地負責人、陝西好璟佳原實

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梅建中難掩心中的喜悅。位於秦嶺腹地的陝西省商洛市商南縣，「一山分秦楚、一腳踏三

省」，是中國高山蔬菜的最佳適生區之一。2023年起，這裏出產的蔬菜首次供港贏得好評，在剛剛結束的

家鄉市集嘉年華上，來自商南的秦嶺果蔬和山珍大受香港市民歡迎。梅建中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過去一年的良好反饋，讓企業看到供港市場的廣闊前景，正新建大棚基地嘗試更多品種種

植，希望讓更多的香港市民未來品嘗到更多來自秦嶺的饋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張仕珍，實習記者 豆潔 陝西商南報道

「2023年上半年，我種了五畝土豆，收入12,000元（人民幣，下同）；

土豆挖完後，緊接着種上包菜和蘿蔔，下半年又收入了一萬多元。」作為

供港蔬菜種植的直接受益者，商南縣十里坪鎮碾子坪村村民田存寶對於今

年的收成充滿期待。

「一天100元，村民積極性都挺高」
在十里坪鎮，供港蔬菜種植採取「黨支部+公司+集體經濟合作社+農戶」的模式，

按照管理、供種、技術指導、銷售、包裝「五統一」的要求，把民眾嵌入產業鏈，讓

民眾受益。碾子坪村村支部書記張忠堂介紹，去年村集體種的土豆長勢很好，村集體

收入在20萬元以上，參與的近20戶村民，基本上每戶收入都在3,500元以上。

十里坪鎮梁家墳村村民劉廣志是村集體供港蔬菜基地的務工人員之一，靠着務工，他一

年也能掙上萬元。「這邊的地相對來說距離村子比較遠，我們索性就把地流轉給村集體統一

種植。忙時我們來基地務工，一天能掙100多元，一

年下來，僅在村集體基地務工就能掙七八千元，加上

土地流轉的費用，一年也上萬元了，挺合算的。」

在商南縣，像劉廣志這樣的工人還有很多，他們都

是附近的村民，通過流轉土地和務工，拓寬了增收

渠道。梅建中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在他們試馬鎮的

供港蔬菜大棚基地，承包了農民的土地，每天又僱用

當地村民務工，「一天100元，村民積極性都挺高的。」

據了解，隨着商南縣供港蔬菜基地規模的不斷擴大，預計

到2026年，種植面積將達1.1萬畝，每年向粵港澳地區銷售

蔬菜二萬噸以上，年產值一億元以上，帶動就業 3,000 多

人，助力農民增收。

商洛供港蔬菜基地年內料逾2萬畝
在商南模式的帶動下，今年以來，商洛市的商州區、洛南縣和丹

鳳縣也建起了供港蔬菜種植基地。「截至2023年底，陝西省備案的

供港蔬菜基地 2.2 萬畝，其中商洛 1.37 萬畝，佔比 62%，居全省第

一。」據了解，目前，商洛全市經海關認證的供港蔬菜基地1.64萬

畝，預計到2024年底，商洛認證供港蔬菜基地將達2.26萬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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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拓寬增收渠道

隨着秦嶺高山蔬菜上到香港市民
餐桌，越來越多「養在深閨人未識」
的秦嶺山珍亦受到香港市場的關注。
日前，在香港舉辦家鄉市集嘉年華
期間，商南縣便緊抓機遇，在港
舉辦了一場秦嶺山珍走進香港的品

鑒推介活動，冀推動更多商南秦嶺農特產
品銷往粵港澳市場。

預製菜遠銷東南亞等國家
得天獨厚的生態資源、便捷發達
的交通區位、底蘊豐厚的產業基
礎，造就了商南「茶菌果、藥畜
菜、酒水魚」等秦嶺山珍卓越的
品質和絕佳的口感。在香港舉行的品鑒推介會上，商南縣現場展出了茶葉、香
菇、木耳、獼猴桃、天麻、冷水魚等20多種名優農特產品，受到與會嘉賓和香港
市民的青睞與好評。

據了解，商南的茶葉、香菇、三文魚等10個產品入選全國名特優新產品
名錄，茶葉種植面積位居陝西省前列，淡水三文魚養殖規模居陝西省第
一、全國第三，獼猴桃連續四年出口沙特阿拉伯等國家和地區，以商南農
特產品為原料加工的預製菜，遠銷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

更多商南山珍進入港澳市場
「商南縣的農特產品豐富多樣，綠色有機，無污染、高品質，是值得廣大消費

者信賴的優質農產品。」作為商南供港蔬菜項目的合作方，香港長樂集團有限公
司董事長景哈利對商南農特產品情有獨鍾，他表示有信心和商南縣攜起手來，
將更多的商南山珍推向港澳市場。
在陝西好璟佳原實業有限公司的展廳裏，梅建中拿着一款零添加的獼
猴桃汁高興地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這款產品很快就要進入香港超市
了，香港民眾馬上就能品嘗到來自秦嶺原生態、零添加的美味獼猴
桃汁。
據了解，在香港舉行秦嶺山珍品鑒推介活動期間，商南縣的

農特產品廣受歡迎，現場便簽約了三個項目。梅建中告訴香
港文匯報記者，作為商南人，看到家鄉的產品在香港得到大家
的讚賞，非常開心。他亦希望在做好有機蔬菜供港的同時，也
能讓商南更多的特色產品走到香港市民的餐桌上去，讓大家
品嘗到更好的、有機的、健康的、
養生的、環保的特產。 ◆商南縣冀更多秦嶺特色產品推向

港澳市場。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除了秦嶺高山蔬菜，梅建中亦
希望越來越多的秦嶺山珍將來走
進香港市民的生活。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豆潔 攝

▼▼

香
港
家
鄉
市
集
嘉
年
華
期
間
舉
行
的

香
港
家
鄉
市
集
嘉
年
華
期
間
舉
行
的

「「
秦
嶺
山
珍
走
進
香
港
品
鑒
推
介

秦
嶺
山
珍
走
進
香
港
品
鑒
推
介
」」
活活

動動
，，
展
出
了
眾
多
秦
嶺
山
珍
和
供
港
蔬
菜

展
出
了
眾
多
秦
嶺
山
珍
和
供
港
蔬
菜

產
品
產
品
。。

香
港
文
匯
報
陝
西
傳
真

香
港
文
匯
報
陝
西
傳
真

◆◆陝西商南秦嶺生態供港蔬菜陝西商南秦嶺生態供港蔬菜，，脆嫩鮮脆嫩鮮
美美、、營養豐富營養豐富，，綠色無污染綠色無污染。。圖為當地圖為當地
種植的包菜種植的包菜。。 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香港文匯報陝西傳真

◆◆

陝
港
兩
地
人
員
在
田
間
查
看
土
豆
生

陝
港
兩
地
人
員
在
田
間
查
看
土
豆
生

長
情
況

長
情
況
。。

香
港
文
匯
報
陝
西
傳
真

香
港
文
匯
報
陝
西
傳
真

◆陝西省商洛
市商南縣生態
環境優越。

香港文匯報
陝西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