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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净菜品牌初期

推出市场时，并不太顺利。

“很多人对净菜不了解，宁

愿买带泥的‘毛坯菜’，也不

愿意买包装好的净菜，觉得

太干净反而有化学物质。”

雷大锋告诉记者，由于近年

食品危机等多种因素影响，

净菜刚进入温州超市时，很

多市民对包装蔬菜并不信

任。例如毛芋头正常加工后

露天放置表皮容易变成褐

色，而他们通过处理，为毛芋

脱皮，并将之放入 5 摄氏度

的冰水，再经过臭氧消毒、

杀菌后真空包装，在冷柜保

鲜从而使其不变色，整个过

程没有添加任何添加剂，却

被市民质疑。因此，第一批

在超市零售的净菜销量并

不乐观，一天只能卖掉总量

的 30%左右。

销售的不理想，没有让

雷大锋失去信心，他觉得这

仅仅是目前的市场现象，净

菜仍然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消费者不信任是因为他们

不知道菜是怎么处理的，从

何而来，如果能保证农产品

安 全 ，他 们 自 然 会 产 生 信

任。”雷大锋说。

为此，他们在净菜包装

上，设计了追溯二维码，用手

机扫一扫，就可以得知这些

菜出自哪个基地、什么时候

采收、有无农残等“身份”证

明内容。“每天我们都有专门

的人员，把数据上传，通过互

联网实现蔬菜生产、检测及

包装的全程监控信息化，既

方便了监管，也让市民对产

品一目了然。”雷大锋说。

除了利用二维码追溯的

互联网手段对产品进行包

装，眼下雷大锋还谋划着净

菜项目搭上电商渠道，实现

B2C、O2O 模式发展。“农产

品 销 售 已 经 站 在 了‘ 互 联

网+’的新风口，是机遇也是

挑战。”他说，早在两年前，他

就想做电商。但是新鲜蔬菜

在运输保鲜上的高额成本和

风险，本土农业电商人才的

缺乏，零售市场的推广难度

等，成为他们开展农产品电

商的障碍。

“现在主要先做B2B，从

批发做起，等电商平台搭建

好后再逐步进入 B2C、O2O

等零售领域，做小范围的尝

试。”雷大锋笑着说，如今如

果要归纳他的职业，可以说

是农民，也是营销人员，更是

公司管理人员，什么都要懂

一些，才会是这个时代需要

的新型职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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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让农产品搭上电商快车

田头CEO玩转O2O
■记者 项乐茹/文 王鹏洲/图

“现在净菜项目主要是在做 B2B，下阶段想往 B2C 领域试

水发展。”二维码，O2O，物联网……这些新鲜时髦的词汇，并非

出自电商人士，而是频频出现在农业能手雷大锋的口中。引进

新品种，组建净菜项目，推出品牌入驻各大超市商店贩售，短短

几年，雷大锋已从一名农村小伙蜕变成农业公司 CEO，不但会

种田，能销售，还善于品牌包装，他所组建运营的净菜项目去年

年销售额超400万元。

大胆尝试创新，
成功引种彩色甜椒

“ 这 两 天 为 了 防 冻

害，提前把甜椒摘了，不

然颜色差不多可以从绿

色转成红色了。”昨日，

在马屿田头，雷大锋进

入大棚内查看彩色甜椒

的 种 植 情 况 。 这 是 他

2013 年在山东等地考察

时引进的新品种，经过

两 年 试 种 已 经 引 种 成

功。

在我市农业圈子里，

大伙儿对雷大锋都不陌

生。这个来自文成的 85

后出身于农民家庭，学的

是园艺专业。2005 年，

他来到瑞安后在马屿镇

一合作社当了一名技术

员，2006 年开了一家生

产资料销售的农资供应

部，2009 年创办了一个

家庭农场……10余年来，

始终活跃在农业事业上。

“这种彩色甜椒不是

普通的青椒，可以生吃，

甜度甚至超过瓯柑，算是

水果甜椒。”雷大锋告诉

记者，“一般西瓜的甜度

是 12 度，而这种彩色甜

椒 的 甜 度 可 以 达 到 8

度。”目前雷大锋引进的

彩色甜椒共有三个品种，

可以从绿色转成红色、黄

色和橙色，既可以生吃，

也可以炒菜。

虽然彩色甜椒口感

好颜色佳，但种起来却不

怎么容易。雷大锋说，

“刚开始种植时因为没经

验，对温度的控制不好。

气温太高，甜椒的皮容易

厚，口感不好。但是温度

太低的话，又难挂果。”经

过反复试种，他才掌握了

种植要领，根据温度确定

种植时间，成功引种彩色

甜椒。

据雷大锋介绍，每年

9 月份种下甜椒后，2 月

份 可 以 出 果 并 开 始 销

售。因为甜椒可以生吃，

甜度高，在我市属于稀缺

的品种，出产的甜椒进行

礼盒包装后，价格可以卖

到每公斤 16 元，是普通

青椒价格的2倍多。

挖掘新品种，引进新

技术，头脑活络的雷大锋

给梅屿这块沃土注入了

不少种植新思维。帮助

合作社引进国外优质番

茄品种，大胆进行大棚培

植实验，积极到国内各地

考察学习……在他看来，

技术在不断更新，消费者

需求在不断提高，农业投

资成本也在提升，对于现

代农民来说，种田早就不

是体力活，拼的是脑袋、

新科技。

创农产品品牌，田间净菜进超市

近2月来，雷大锋每天忙

着往返于马屿和市区之间，

他把梅屿的瓜果蔬菜送进了

市区超市，让市民在超市里

一样可以买到来自田头的新

鲜蔬菜。这些蔬菜都是来自

他建在梅屿田头的净菜配送

中心。

据介绍，净菜也称新鲜

消毒蔬菜，即用新采摘的蔬

菜，经过整理（如去掉不可食

部分、切分等）、洗涤、消毒等

加工操作，在无菌环境中，真

空包装而制成的一种产品。

2013 年，雷大锋萌生了

创办一个建在田头的净菜配

菜中心的想法，欲建立一个

把农业生产、销售、包装、物

流以及配送全部联系起来的

全产业链。“父辈做农业没有

品牌意识，种一批能卖掉一

批就行。”多次到外地考察后

的雷大锋觉得，如今市场竞

争日益激烈，很多 80 后、90

后都喜欢方便干净的生活理

念，蔬菜销售品牌化是未来

农产品销售的一个趋势，具

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然而刚开始组建配送中

心，雷大锋就碰到了一个棘

手问题——资金短缺。“这帮

想做的人都是农民出身，资

金方面比较困难，项目一时

之间无法展开。”不过，净菜

项目的潜力吸引了马屿在外

眼 镜 老 板 的 投 资 ，终 于 在

2014 年，引进了多个行业股

东的温州万科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正式注册成立，并创立

农产品品牌“绿印象”，由雷

大锋主要负责公司的运营。

昨日下午，在位于梅屿

的净菜加工配送中心内，记

者看到，除了人工择菜，其他

的程序，如切菜、洗菜、包装

等全部由机器搞定。雷大锋

介绍，这里安装了一条德国

技术的新鲜蔬菜加工生产流

水线，该生产线1小时可生产

0.8 吨净菜。它能对新鲜蔬

菜进行全自动旋转接料、甩

干、振动沥水、二次卧式混流

喷冲清洗、提升、切菜、挑拣

输送等，尽量减少人为二次

污染。

“我们现在平均每天到

周边农户收购1.5万至1.7万

斤的蔬菜，收购价基本高出

市场收购价 10%。”雷大锋

说，在田头建立净菜中心，不

仅方便菜农，减少运输、流通

环节成本等中间渠道，同时

也提升了菜农的收益。目

前，他们已采购 30 多个品种

的瓜果蔬菜，辐射马屿、陶山

的特色农产品种植基地以及

文成、泰顺等地的高山蔬菜

基地。

“如今对于农民来说，会

卖比会种更赚钱。”为了把净

菜推广出去，雷大锋由从前扎

根田头的农民变成了“穿皮

鞋”的CEO，他每天的活动范

围不再局限于家里到种植基

地的“两点一线”，而是游走于

农村、城镇和市场之间，推广

营销他的农产品品牌“绿印

象”。目前，万科的净菜品牌

已经先后入驻温州的人本超

市、瑞安的南大超市等超市，

还与市人民医院以及华峰集

团等企业合作，打开了市场销

路。据介绍，去年净菜项目年

销售额超400万元。

活用“互联网+”手段，农产品搭电商快车

雷大锋在公司里介绍净菜产品雷大锋在公司里介绍净菜产品

市区南大超市内，市民在采购来自万科农业的直销蔬菜和净菜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