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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潘孝雷的蔬菜交易

事业渐渐进入了正轨。不过，

他不再种田了，而是当起蔬菜

产业的“职业经理人”。

他把合作社的社员看做自

己 的 事 业 伙 伴 ，帮 他 们 买 保

险。“以前农民也给蔬果上保

险，一旦损失了，由于文化程度

低，不懂怎么去跟保险公司谈，

只好到对方公司闹，最后还赔

不到钱。”潘孝雷说。

潘孝雷主动把这个活揽了

下来。他自掏腰包先垫资15万

元，给合作社社员种的西瓜统一

上了政策保险。西瓜成熟后被

台风打烂了，他顶着烈日每天跑

到西瓜地里拍照搜集证据，再跟

保险公司谈判，最终帮社员成功

拿回每亩100元的赔偿款。

做了这么多，记者问潘孝

雷，你一年赚多少？还帮别人

垫资付保险？潘孝雷笑：“也就

十来万吧。但我的收入靠农

民，只有先让农民富了，我才能

富起来。”

“做农业，跟开公司没什么

区别，不是靠体力而是靠智慧。”

潘孝雷觉得，新一代的农业产业

和企业一样，也需要慢慢转型，

搞种菜，也要学管理。在集配中

心里，他还计划建设检验检测

室、信息中心，培训中心等农产

品质量安全相关部门，准备借助

电商搭建信息平台，下一步，他

还想打通花菜产业的产业链，发

展花菜干加工。“很多加工商到

我们这里收走花菜，加工成菜

干，转了一圈又卖回到本地市

场，这个钱还不如我们自己赚。”

潘孝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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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价高三分之一，每亩增收三分之一

85后IT男回乡“帮农民挣钱”
■记者 项乐茹 实习生 金紫璇 文/图

85 后种田

人很少，85后大

学毕业生从事

农业，更少。

大多大学

生向往“白领”

生活，1987年出

生的潘孝雷在

农村长大，他曾

多次目睹田头

辛酸：“父亲100

多亩地的花菜丰收却面临滞销，只好以每

公斤3角钱价格贱卖，大量烂在地里。”

大学毕业至今，他正用自己的双手证

明：农业也能致富。

股票

看平
上海证券：
周五上证指数收阳线，成

交量较前几日略微萎缩，大盘

重新站上5日均线，大盘短期应

保持高位震荡。由于下周有新

股发行，将冻结大量资金，因

此下周中后期投资者应关注资

金量的动向，而最近经济数据

对大盘影响不大，短期建议投

资者可逢高出货。

期货
浙商期货：
周五国内商品期市整体维

持震荡偏强走势，其中有色金

属延续近日的反弹走势，全球

精铜 1 至 5 月供应短缺扩大至

46.6 万吨，现货供应紧张，厂

商库存普遍偏低，淡季过后或

存在补库需求，预计铜价短期

有续涨可能，短线做多。煤焦

钢低位震荡，8月份汇丰制造业

PMI 初值不及预期，进一步打

击市场信心，需求疲弱，观望

为宜。郑糖超跌后小幅反弹，

但依然承压于 10 日线，现货持

弱，短期转势可能性不大。

（分析师观点仅供参考，

不构成投资建议）

（陈成成）

周五早盘两市小幅低

开，盘中券商、保险等金融

股拉升，大盘一度冲高，随

后出现回落，整体呈现震荡

整理态势，互联网金融概

念股崛起。午后大盘维持

红盘震荡态势，港口股爆

发，地产、电力等板块力

挺指数，临近尾盘两市出

现一波拉升，沪指重返5日

线上方，周线六连阳。创业

板表现强势涨近 1%，再创

本轮反弹新高。截至收盘，

沪 指 报 2240.81 点 ，涨 幅

0.46%，成交量1403亿元；

深成指报8059.40点，涨幅

0.61%，成交量 1731 亿元；

创业板指报 1461.72 点，涨

幅 0.96%，成交量 390 亿

元。

IT 技术男要回家种田

时下正值本地西瓜和南瓜

上市季节，在上望蔬菜产地集配

中心，一艘艘装满西瓜的船停靠

在岸边，被装车发往全国各地。

“这两天主要都是周边的小

客户来收西瓜和南瓜。”潘孝雷

眼下已是上望蔬菜产地集配中

心负责人。今年 28 岁的他，高

大壮硕，少了同龄大学生的迷茫

与稚气，创业的历练让这个农家

小伙散发着自信的光芒。

潘孝雷出生在上望街道东

安村，父亲是当地的种粮大户，

大 半 辈 子 都 和 农 田 打 交 道 。

2008 年，潘孝雷毕业于浙江育

英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专业，

他成绩不错，按照一般同学的

就业路径，他将留在大城市当

一名IT精英。

毕业那年，潘孝雷徘徊在

择业的十字路前。“每年农忙时

期，我都会帮父亲干农活。像

我父亲这一辈的种田人，长年

累月辛苦务农却赚得不多。”是

留在大城市还是帮助父亲种

田？性格忠厚、实诚的他选择

了后者。“在别人看来，我或许

是放弃了大城市的大好前途，

可我就想要改变落后种植模

式，帮父亲和周围乡亲增收。

创业，就从农村开始吧。”潘孝

雷说。

他带领 5000 人种田

真正投入到农田后，接触

过商业知识的潘孝雷发现老一

辈 农 民 种 菜 都 是“ 跟 着 感 觉

走”，哪种蔬菜卖得好就种什

么，或自己想种什么就种什么，

这样做风险很大。

“农民和市场的信息不对

称。”潘孝雷试图改变这样的局

面。一次，一位在金华做蔬菜

生 意 的 商 人 来 上 望 收 购 近

1500 公斤松花菜。“他口气非

常大，号称有多少要多少！”潘

孝雷多方打听，原来，商人将松

花菜按每公斤 2 元钱的收购价

收购来后，运到金华义乌等地，

还能按每公斤 6 至 8 元的价格

卖出，除去运输成本，利润也不

薄。

商人的做法启发了潘孝

雷，他发现市场才是蔬菜种植

的指挥棒。他开始到处收集蔬

菜市场信息，结合本地农田的

情况，寻找适合种植的蔬菜品

种。“在山东，当地农民依靠飞

机播种白菜种子，北方水土气

候培育的蔬菜耐抗性好；在南

方，滩涂多，盐分温度高，适合

种植花菜……”潘孝雷打听到

的市场讯息不少。

“硬花菜是本地常种品

种，但口感和市场远不如松花

菜，不如引进松花菜品种，分

批试种？”潘孝雷把这个信息

带给周边的农户。他还意识

到，抱团合作才有抵抗风险能

力。他又牵头成立拥有 170 余

名社员的上绿蔬果专业合作

社，带领农民们统一对接市

场。不久，他们的松花菜在杭

州、上海等市场上大受欢迎。

“当年，全国各地蔬菜收购商

们直接把车开到上望田里收花

菜，价格好、需求大，社员每

亩至少增收三分之一。”潘孝

雷说，自从他们社员改种松花

菜后，周边一些水稻、榨菜种

植户也纷纷改种松花菜，辐射

农户近5000人。

“我们以前的收入不稳定，

单干年收入少则 1 万元，多的

话 2 至 3 万元。现在合作社统

一议价，品种好，收购价至少比

以前高了三分之一，社员平均

收入也增值 6 至 9 万元。”采访

时，社员们说起眼下的收入，声

音都高了不少。

他为田头拉来每年 3000 万元的交易额

市场打开后，外地蔬菜订

单纷至沓来，可新的问题又接

踵而至。

因场地、装备、车辆、运输

等条件限制，花菜大量上市期

间，一旦销售不畅，就会导致价

格大跌，菜农损失严重，农民卖

菜难现象不断上演，每年在瑞

安，预计浪费花菜数量达 1 万

多吨，菜农的生产积极性大大

挫伤。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潘孝雷

脑中酝酿。上望周边 10 万亩

涂园是温州地区最大的蔬果基

地，品种多质量佳，如能建成一

个大型集中的交易集配市场，

将全国各地的收购商集中到这

里收购，就免去了菜农寻找市

场的麻烦。

潘孝雷跑前跑后，从相关

部门争取资金、发动社员筹资，

陆续筹集了几百万元，建起占

地面积 4200 平方米的蔬菜产

地集配中心。集配中心除建成

2700 平方米的钢棚交易场地

外，还建起 3 个冷库。冷库总

体积 1000 多立方米，可储存

15 万公斤蔬菜。“冷库解决了

蔬菜的储藏问题，一旦市场上

同类蔬菜上市多，就可利用冷

库 暂 缓 销 售 ，延 长 了 销 售 周

期。”这一招，让很多当地农民

的蔬菜卖到了好价钱。

上望蔬菜集配中心建成

后，集聚效应辐射周边 10 万亩

农田，全国各地的客商都云集

在这里，蔬菜瓜果年交易量达

到 50 万 吨 ，年 交 易 额 达 到

3000万元。

然而，有了蔬菜交易中心，

也不是一帆风顺。2012年下半

年，不少分批种花菜的农户看

到松花菜市场前景好，争相集

中一起种，还扩大规模。作为

合作社牵头人，潘孝雷当时一

门心思想着收购花菜，以收购

价每公斤 3.4 元“有多少收多

少”，但市场却出现了饱和，接

连掉价后每公斤仅售价1元，一

下子损失10余万元。潘孝雷总

结经验：客户积累不多，市场调

研不足，只能自己承担损失。

他又不种田了

潘孝雷的创业梦就是让更多农民富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