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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山民：

山沟里走出的酱腌菜大王
■记者 金邦寅/文 记者 王鹏洲/图

清晨，一碗白粥，一碟“山民牌”咸菜笋丝，吃起来分外
香。这是很多温州人饭桌上的小菜。在我市林川镇，说起温
州山民食品有限公司，可谓人尽皆知。一个从做咸菜出身的
小食品厂，十几年时间里变身为年生产能力10000吨以上，拥
有省内外3个生产销售基地，种植规模逾2000亩，成为温州最
大的原鲜蔬菜种植、腌制菜加工企业之一。

从山沟沟里的腌菜缸做起

2001 年 9 月 ，国 庆 前

夕，不到 30 岁的陈志海，顶

住了亲友们的压力，决定在

老家陈雅山村的山沟沟里

办一家小食品厂。这便是

温州山民食品有限公司的

前身——瑞安市山农食品

厂，注册资本仅 10 万元，经

营范围为蔬菜加工、零售的

小企业。

这里海拔 500 多米，位

于我市西北部的山区，是一

个名副其实的偏僻山村。

虽然群山环抱、山青水秀，

但交通往来极为不便，进出

通过一条蜿蜒曲折的盘山

公路。单是企业运输成本

就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更何

况市场销路。

为什么要把企业开在

这么个山窝子里？当年不

到 30 岁的陈志海心里自有

他的想法。陈志海，土生土

长的陈雅山人，靠做食品经

销起家，此前在外地做食品

的批发零售并小有成就。

“我们这里海拔高，空

气好，常年雨水丰沛。菜

类、笋类、菌类等资源极为

丰富，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

条件和资源优势。冬天种

植芥菜，根本不用喷农药，

天然无公害，这是很多地方

比不了的。”陈志海说，他看

中的不仅是四面环山的黄

泥地上拥有优质丰富的农

产品资源，更有浓浓的乡情

维系其中。

因为交通不便，当地很

多村民只能将卖不掉、吃不

完的农产品用来喂猪或直

接烂在地里。对此，陈志海

一直惋惜不已。于是，解决

乡里乡亲的农产品销售难

题，让优质农产品走出去，

成为他创业起家的一个重

要原因。

从几十户到 100 多户，

再到 1000 多户，从一个村

到瑞安各地，再到走出省

外，陈志海及团队带动了

3000多人共同脱贫致富。

从瑞安山农到温州山民的嬗变

建厂之初，陈志海便将

企业定位为紧紧扎根山区、

立足实际，致力于高山农产

品种植、研发、加工、销售于

一体的农业品牌企业。

早在2002年，企业便开

始使用“山民”注册商标，并

对该商标进行多个类别的注

册，实现了企业品牌的全方

位 发 展 和 多 角 度 保 护 。

2005年，陈志海将瑞安市山

农食品厂改制为瑞安市山农

食品有限公司，增加了调味

品生产项目。

2008年，企业名称升格

为温州山民食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也提升到 100 万

元，彻底转变为集农产品种

植、开发、腌制、销售生产和

预包装、批发零售为一体的

食品生产企业。也正是这

年，山民开启了我市最早的

订单农业模式，下田间地头

规范与农户之间的农业生产

订单，联系种植户达到上千

户，为农户带去实惠的同时，

实现了企业的共赢发展。

为了摆脱企业厂房及交

通运输制约，2013 年，山民

在瓯海成立销售分公司，

2014 年在四川开辟了生产

加工基地，进一步扩大生产

和种植渠道。经过 10 多年

的艰苦创业，山民稳健快速

的发展，逐渐拥有了一支超

强的营销团队和日渐稳定的

销售市场。

目前，山民已成为温州

最大的原鲜蔬菜种植、腌制

菜加工企业之一，自有种植

基地 500 多亩；联系蔬菜基

地 2000 多 亩 ，山 林 基 地

4000 多亩；联系农户 1200

多户，季节性员工近300人。

从温州走向全国和海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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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腌菜的食物魅力就

在于“老滋味”，为了打造山

民自己的味道，山民与多所

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拥有

了自己的技术研发中心，对

酱腌菜生产工艺进行改良。

起初，陈志海是一桶一

桶手工做酱腌菜的，一做就

是十几年。可他渐渐发现，

过去的手工制作酱腌菜效率

低下，产量不高。他尝试引

入腌菜池，将过去手工制作

酱腌菜的洗菜、切菜、拌料、

腌制等工艺一丝不苟全部搬

上了流水线上生产。其中，

清洗、晾干等腌制工序严格

按照传统工艺，修剪、拌菜等

加工工序则全部“机器换

人 ”。 2015 年 ，山 民 投 入

150 万元，用以扩大生产规

模，购置集洗菜、预煮、计量

称重、包装、杀菌于一体的全

自动流水线。

“一个腌菜池一次可以

腌制近 120 吨的酱腌菜，产

量翻了好几番。”陈志海说，

传统的腌菜手艺与现代机器

化生产技术实现了完美融

合。目前，山民拥有咸菜笋

丝、榨菜、雪菜、泡菜、笋干、

金针菇等六大系列共 80 多

个品种。产品畅销全国十多

个省市，并已进入永辉、家乐

福、人本、大润发等300多家

超市，甚至出口欧盟等国家

及地区。

企业愈发壮大的同时，

陈志海及团队也愈发重视对

于商誉的培育。山民先后荣

获了“浙江名牌农产品”、“浙

江省著名商标”等荣誉，品牌

的附加值也逐步得以体现，

每箱产品的出厂价提高了2

至 3 元，为企业带来了可观

的利润。

“通过技术研发，山民的

泡菜发酵技术位居全国前

茅。今年，我们还针对不同

消费群体，研发了休闲小菜

和家庭大菜。”陈志海告诉记

者，近年来，山民还开始试水

阿里淘宝电商，进一步展拓

零售渠道，并推出了金菇、蘑

菇、木耳凉拌系列小包装休

闲小菜，尝试进入年轻人群

体零食需求市场。

期货

股票

看多

周一，两市受期货市场

震 荡 影 响 ，早 盘 低 开 ，煤

炭。开盘后，券商、煤炭等

权重板块迅速冲高，资源股

由跌转涨，市场明显回暖。

盘中一带一路板块再度爆

发，沪指冲上 3200 点。午

后中国建筑小幅跳水，情绪

迅速感染相关板块个股，两

市盘中一度下行翻绿，沪指

回踩 3200 点下方，临近尾

盘时市场回暖。

截 至 收 盘 ，沪 指 报

3210.37 点 ，涨 14.33 点 ，

涨 0.45% ； 深 指 报

10907.53 点 ，涨 29.39

点 ，涨 0.27% ；创 业 板 报

2161.69 点 ，涨 14.58 点 ，

涨 0.68%。成交量方面，

两市共成交 7680.11 亿元。

上海证券：
昨日盘面资金非常高，

表明入场资金很多，而委托

比不小，表明抛压不重，大

单略微偏多，致使大盘偏多

震荡，站上3200点。盘后来

看近期两融余额不断扩大，

杠杆资金开始入场，市场情

绪逐渐由低迷转为亢奋，而

消息面深港通继续带领市

场走牛，因此趋势上来看大

盘向上。而短线上来说，上

周五商品期货一度大跌，给

有色板块造成一定的调整

压力，而大盘周线 5 连阳也

有调整的需求，因此在短线

上会有调整的可能性，这个

位置投资者可以采取高抛

低吸策略，持股待涨。

浙商期货：
周一国内商品市场价格

大幅波动，黑色板块以及有

色金属等依然维持强势，但

盘中大部分化工品种和棕榈

油等农产品跌停。这无非与

近期交易所规范市场行为的

众多政策有关。沪铜冲高回

落，近期数据显示铜库存明

显减少，国内的消费超于预

期，后市铜价将偏强走势，考

虑到目前的市场风险，建议

多单逢高减持。沪金大幅下

跌，近期黄金价格走势的关

注点集中在美联储何时加息

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加

息预期的持续存在对黄金价

格形成压力。未来期价存在

下跌可能，建议投资者逢高

短空操作。

（分 析 师 观 点 仅 供 参

考，不构成投资建议）

（项乐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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