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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草整地，開廂起壟，育種育苗，扦插移栽
，從這些過去聞所未聞的農活環節開始，90後港
青梁安莉開啟了在貴州赫章的創業扶貧之旅。一
年多時間，梁安莉的鮮花育種育苗種植大棚從100
個發展到400個，在赫章鐵匠鄉和興發鄉兩個項目
點，帶動當地580貧困農戶2200多人脫貧致富，共
為農戶創收近50萬元。這讓梁安莉感覺到生命的
價值和意義。她寄語香港青年，把自己的青春用
在對的地方，多到內地走一走、看一看。

大公報記者 周亞明、盧靜怡

把青春用在對的地方

梁安莉自小生活環境優厚，在香港長大、後來到

美國留學7年，卻沒有像同齡人一樣過着嬌嬌女生活，

而是來到貴州扶貧。為何作出這樣的選擇？ 「因為我很

想找一個有安全感和歸屬感的地方，開始自己的人生和事業

。」 她告訴大公報記者。

深入貧困縣 開啟鮮花事業
梁安莉說，在美國讀書的7年，都是自己一個人扛過來的

。其間經歷了波士頓的大爆炸，也曾受到美國警察歧視。 「
我開始明白，即使我已經在美國生活這麼多年，也不會有安

全感和歸屬感。」 同時，她在美國認識了不少優秀的內地同

學。他們不時提起的內地新發展、新事物，讓她充滿了好奇

和憧憬。她還坦言，曾以為內地治安不好、社會很

混亂。結果， 「到了貴州的國家深度貧困縣，我

手機還能收到信號，夜晚十一點還可以點

外賣。這遠遠超出我想像，我們國家

發展太快了！」
梁安莉組織了一個植物學專家團

隊，走遍了十幾個大大小小的鄉鎮，

考察調研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在

2018年5月，依託國家級科研團隊

，港華公司與赫章縣簽訂了雲海

花田田園綜合體的投資協議，梁安

莉和媽媽正式開啟了她們在雲貴高原貴州

屋脊上 「美麗與芳香並舉」 的產業扶貧計

劃。現在，來自日本的北海道薰衣草和芝櫻

相繼 「落戶」 ，高原雪菊、四季海棠次第開放。還

有一種白扇菊，經由內地知名的鮮切花市場─雲南昆明呈

貢花卉市場，暢銷大江南北。

年輕人擁有無限可能
從第一次聽說農活的基本環節，到學會基本的勞動技能

，再到工間休息時接過黑乎乎的烤洋芋、和大家蹲在大棚地

頭邊吃邊聊，梁安莉的這些轉變源於一個 「老師」 ，那就是

鐵匠鄉中井村村民周巧。

在大棚初次見面時，周巧還不知道梁安莉就是老闆，她

的感覺是梁安莉在 「考」 她。但她心不慌，給眼前這位一樣

穿着衝鋒衣 「工裝」 的漂亮姑娘講起了薰衣草的生產環節。

之後不到一個月，周巧就接到通知，她從季節性的 「臨時工

」 轉為固定崗位管理人員，月薪也升至3600元人民幣。

接下來，周巧的丈夫被聘為大棚維護工程人員，收入穩

定。而周巧的 「家婆」 ，會在農忙時被請來做臨工，做一天

70元； 「家公」 則被請來做一些重活，做一天得120元。周巧

說，梁安莉他們來之後，一家人都有了較穩定收入，經濟上

已經翻身了；而老小兩代也在一起相守相依，不再有 「空巢

老人」 、 「留守兒童」 。

周巧的故事對梁安莉觸動也很大。 「看到國慶70年慶祝

活動中的 『脫貧攻堅』 方隊，覺得自己不是局外人和旁觀者

」 ，梁安莉說。扶貧的過程中，梁安莉也親眼看到從中央、

到地方政府、到村鎮，是如何一層層接力幫助貧困戶，讓貧

困戶有房子住、有工作做， 「我真的很震撼和感動，我覺得

我們國家非常了不起，再偏遠地區的人也會被關注、被用心

對待。」
「前段時間，我在廣州街頭看到一句話： 『年輕人最大

的財富就是擁有無限可能性』 。」 梁安莉說，自己看到香港

近幾個月來的情況感到非常心痛。 「我看到很多迷茫的年輕

人走上街，他們很不開心。但我也是他們的同齡人，我在這

裏看到的事情都是正面的，覺得一切都很有希望。希望他們

可以到大灣區、到內地看看，將自己的青春用到對的地方。」

【大公報訊】記者周亞明報道：
興發鄉的 「韭菜坪」 ，生長着一片世界

獨一無二的野生韭菜。梁安莉和團隊第

一次來到赫章，在韭菜坪下的一處 「農家

樂」 吃飯的時候，聊着聊着， 「想在這裏

做點什麼」 的想法萌生。就在這時，一個皮

膚黝黑的精廋男子從旁搭話，自我介紹叫馬關

穎。他是當地人， 「農家樂」 老闆是他親戚。

他在上海念的大學，這次回鄉是想探路鄉村旅遊

創業，正巧就碰到了梁安莉團隊。

最終，梁安莉的公司在廣東第一扶貧工作組

引薦下，落戶到赫章縣興發鄉，實施 「雲海花田」
田園綜合體項目。馬關穎則以其父名下的企業資源 「

入伙」 ，並被聘為項目的管理人員。

梁安莉在美國學習的是工商管理，從優勢互補的角

度，她希望集中精力側重於本身擅長的項目策劃和營銷

環節。另一方面，一年多的點點滴滴，也讓梁安莉認識

到，靠當地人進行生產組織和管理，比她親力親為更有

效。所以，馬關穎的入伙，事出偶然，其實必然。

記者踏訪興發鮮花基地，在被認定為國家4A級景

區的韭菜坪，山腳壩區緩坡上已種上了頗具景觀價值

的高原雪菊、日本北海道薰衣草和芝櫻。其產業邏輯

有兩層，首先是這些花卉本身，可以製作茶飲、芳香

產品；另一方面，山腳花卉自每年開春次第開放，有

效延伸了韭菜坪景區的可進入時長。在這片被命名為

「雲海花田」 的田園綜合體，尚有多種旅遊服務設施

將陸續興建，一個以高山花卉芳香元素廣為招徠的康

體旅遊度假勝地，已是呼之欲出。

【大公報訊】記者周亞明報道：周巧

和梁安莉有緣，前者只比後者小一歲。「我
們年齡相仿，只因生在不同環境，命運天

壤之別」，梁安莉說到這裏，有些哽咽。

周巧17歲就從鐵匠鄉一個貧困村，嫁

到了同樣貧困的中井村。婚後不久，她和

丈夫雙雙外出，遠赴浙江打工。這期間，

他們先後有了三個孩子，一個一個送回中

井村給家婆家公帶。夫婦兩人在外每月收

入六、七千元，扣除兩千元生活費、寄回

家的三千元家用，還有春節路費花銷，一

年下來很難攢下錢。2015年，大女兒到了

學齡，周巧丈夫需要回來管孩子，只有周

巧一人外出打工了。他們家的收入比原來

驟減一半，日子更加艱難。

梁安莉到來讓周巧再也不用外出打工

，一家人得以團圓。而大棚所在的中井村

，如果某戶的承包地被用於建蓋大棚，那

麼這戶人家每年都會有一筆類似於地租的

「土地流轉費」 ，多了份收入。

周巧已經熟練掌握了花卉生產的各個

環節和管理要點， 「我也想從梁小姐的花

卉基地轉租大棚種花，做一個小老闆。」
她對大公報記者說。而在鐵匠鄉，梁安莉

也在尋找當地的合夥人。周巧萌發的念頭

，應該正是梁安莉所樂見的。

【大公報訊】記者周亞明報道：受到

初步成功的鼓舞，梁安莉進一步提議，在

赫章建設一個粵港澳青年大灣區青年創新

創業扶貧示範基地。在梁安莉看來，如果

把大灣區作為 「龍頭」 ，那麼包括赫章在

內的泛珠三角地區，就是這一 「龍頭」 強

勁起舞的動力之源。

結合自身經歷，梁安莉認為內地創業

機會更多。她分析，由於場地少、人工高

，香港創業環境比較局限。相比之下，內

地市場龐大，人工更加低廉；再加上互聯

網＋，即便是身在赫章，用新的思維碰撞

也會產生不一樣的火花。在她看來，政府

對於粵港澳大灣區有很長遠的規劃，對於

港澳青年的創業創新有配套的政策支持，

所以很值得大家研究，很值得大家一試。

梁安莉認為，粵港澳青年 「抱團出海

」 ，當然首選大灣區。如果再跨出一步去

嘗試，比如赫章，就是不錯的選擇。梁安

莉願意以她的鮮花基地和雲海花田綜合體

作為平台，提供給粵港澳青年前來創新創

業。她說，其實很多同齡人對內地存在很

多不了解，接收到的信息太局限。她希望

港澳青年不止靠聽，要多接觸、認識內地

的朋友，來內地感受，才會有更多的機遇

和不同的認識。

種花增收 激發村民創業積極性 倡赫章建灣區青年雙創基地

結緣韭菜坪 萌生花海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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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海花田」扶貧路

90後香港女孩貴州建花田 帶領580農戶脫貧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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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安莉（右二）在
赫章縣鐵匠鄉花卉基
地同村民一道為鮮花
除草 受訪者供圖

▲梁安莉接受大公報專訪
大公報記者周亞明攝

▲梁安莉在廣博會設展位介
紹產品 網絡圖片

▲赫章縣村民在採摘高原雪菊
網絡圖片

梁安莉創業的赫章縣位於貴州高原西北部，是中國深度貧困縣之一，在
冊貧困人口5.5萬人。長期以來，外出務工是當地群眾擺脫貧困的主要方式
。而這裏的高海拔和氣候條件，很適宜鮮花培育，是扶貧突破口之一。

2018年5月
•港華公司與貴州赫章縣簽訂雲海花田田園綜合體的投

資協議

2018年
•雲海花田項目中 「芳香產業」 種植基地完
成薰衣草示範種植500畝

2019年
•新增花卉種植面積950畝，其中雪菊200
畝，迷迭香150畝

•截至目前，項目共吸納周邊村民務工80戶
150人，為農戶創收近50萬元。 「芳香產業」 雪菊

加工廠今年投入使用，預計項目三期工程全面結束後，
可解決300人的就業問題 （大公報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