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平农业沙龙简报 

                      2012年第二期 

沙龙时间：7月5日，14：30—18：30  

沙龙地点：朝阳区建外SOHO西区16号楼 嘉时客咖啡厅3层 

沙龙主题：有机食品，消费者关心什么 

本期主办方： 

北京富平学校     网站：http://www.fdi.ngo.cn  

           微博：http://weibo.com/fupingxuexiao  

          有机会     网站：http://www.yogeev.com/ 

       微博：http://weibo.com/iyogeev 

http://www.fdi.ngo.cn/
http://weibo.com/fupingxuexiao
http://www.yogeev.com/
http://weibo.com/iyogeev


                                                         

                                                     

 

本期富平农业沙龙与会嘉宾 
 

本期主讲嘉宾：（排名不分先后） 

刘雪萍     北京三分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海峰      北京鲜活到家农业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   晨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           

        

主办方代表： 

华浪珊   有机会网站，总经理 

沈东曙   北京富平学校，校长 

邢文毅   北京富平学校，副校长 

包旭日   北京富平学校，助理校长 

 

 

特约嘉宾：（本期调查问卷设计者） 

蔡   巍   德国霍恩海姆大学有机农业与食品专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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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食品，消费者关心什么？ 
          ——有机农业企业代表牵手消费者    在“富平农业沙龙” 找答案 

 

 

2012年7月5日下午，第二期“富平农业沙龙”在北京建外SOHO嘉时客咖啡厅举行。 

富平农业沙龙是由北京富平学校发起，旨在通过在京从事生态、有机农业的企业领导

人的交流分享，探讨有机农业相关议题，搭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沟通平台。沙龙每次

会选择不同的主题，通过有机农业的从业人员、企业高管、媒体朋友、消费者等不同领域

代表的跨界交流，更好地推动行业发展。 

本期沙龙由北京富平学校联合有机会共同举办，以“有机食品，消费者关心什么”为主

题，邀请来自乐活城、三分地、欧格、鲜活到家、沱沱工社等十余家京城从事生态、有机

农业的企业高层领导，关注行业发展的媒体代表，以及不同领域的多名资深有机食品消费

者代表，共47人参加了本次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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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代表：（排名不分先后） 

陈   琛   北京鲜活到家农业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付   伟   北京耕读国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凤凰公社），总经理 

李京玉   北京耕读国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凤凰公社），技术主管 

陈   伟   北京耕读国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凤凰公社），客户经理 

李坚刚   沱沱工社，营销中心总经理 

梅卉昕   吉林通化渔蟾稻米专业合作社，社长 

唐   亮   分享收获，销售总监 

陈   力   分享收获，销售总监 

吴   威   悠山美地有机庄园，总裁 

张文勇   悠山美地有机庄园，产品中心经理    

李小雪   北京欧格有机农庄，总经理 

杨   利   融青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   明   北京乐活城超市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张婷婷   悠然社，销售经理 

赵   翼   乡土乡亲，总经理 

 

消费者、媒体代表： 

程   景   时尚环保联盟，负责人 

邓   瑶   有机食品资深消费者   

秦   泳   嘉时客咖啡厅，经理 

王淑伟   木派客生态超市，经理 

乔   静   木派客生态超市，店长 

李贺谦   北京德汇华泰文化交流中心，总经理 

曹培红  《社会与公益》杂志社，副社长、执行总编辑 

李南霖  《社会创业家》杂志社，记者 

涂润林   轻工业出版社食品科技部，编辑 

周   晖  《投资与理财》杂志社，新媒体总监 

张   迪     《竞报》，编辑 

 

本期沙龙主持： 

张   薇     北京富平学校，传播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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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中国农大毕

业，陕 西 西 安 人，祖

辈都种地，和土地有

血脉联系。毕业后先

去外企，做过世界五

百强公司的代理，生

活不错，但觉得有些

空虚。有孩子后有更

多反思，小时候自己

特别自由，而自己的

孩子时刻要看着，没

有了自己童年时那种自由。 

 后来有一个朋友投资，合伙建立“三分地”。一开始就遇到很多问题，四个月后就各奔

东西了。到后来，就一个人做起了公司。今天，我主要谈谈从消费者那里学到了什么，收获

了什么。 

 收获一：转变了对孩子的教育方式。跟消费者互动中，获得他们的认同，内心在一次次

互动中受到洗刷。以前总是喜欢提别人的缺点，但从事有机农业以来，经常有消费者用我们

生产的蔬菜做成美味佳肴，还发微博@给我，我内心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不足，可就是消费者

的不断鼓励，给我了更多前进的动力。让我明白了，要多鼓励和肯定人，才会更有前进的动

力。这也改变了我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和我的家庭。 

 收获二：让我个人变得更细腻。是消费者教会了我如何成为一个女人，她们在家里如何

教育孩子，如何去品味每一道食材，通过和消费者的互动，让我的内心变得越来越细腻，连

同事都说，“刘姐、你现在女人多了嘛！” 

 收获三：消费者引导我丰富了种植产品。有些国外很受欢迎的产品，例如羽衣甘蓝，很

多东西刚开始不知道怎么种植，怎么吃，后来和消费者一起交流学习，慢慢知道得越来越

多，并逐步将外来的东西本地化，收获很多。 

分享主题： 

做农业两年来，我从消费者那儿学到了什么 
                                                   

                                                  刘雪萍 （北京三分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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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做 过 八 年

IT，去年 出来 做农

业。 

        有机食品消费

者关心什么？美国

报告称：有机食品

和普通食品在营养

方 面 并 无 多 大 差

别。有机食品并不

完美。但有机食品

并未因为这些而受

到影响。在中国，做有机的人，已经有三批死掉了，现在已经是第四批了，但有机食品

依然一浪高过一浪。 

 

目前有两种消费者在支撑有机食品，一是纯粹的环保、自然、有机主义者，他们是

忠实的拥护者，但却不足以让有机得以在目前的中国商业社会形成产业。另一类是出于

一种烧香心态力求平安的消费者，这是有消费能力、能创造商业需求的消费群体。 

 

很多中国人在死前一个月的健康投资占到一生的90%。那么我们做有机，是不是只

能迎合大众对安全、健康的渴求？除了产品之外，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我认为，如果我

们只是迎合“安全”的需求，有机食品迟早会被替代。除了产品之外，我们要推动和倡

导的有机，是一种生活方式，有机食品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自然馈赠。有机生活，让

人们得以享受每一个当下的生命，让人们重新开始与土地相互信任，让人们领悟道法自

然的真谛。 

 
 
 
 

主
题
分
享 分享主题： 

有机，除了产品我们还能做什么 
                                                      

                                         陈海峰（北京鲜活到家农业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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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主要

做种子品种研究

的 前 沿 工作。为

什么现在做有机

农业赔钱的多？ 

       

        我认为是没

搞清楚我们卖的

是 什 么。消 费者

在安全之后最注

重的是口感，外形，以及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些追求，比如文化。如果我们从四个方面

同时做，安全、营养、口感、文化营销同时做，走上规模化经营，有机农业应该会有

更好的发展。口感问题，其实可以通过物种来弥合差距。在国外，自己的作物品种是

不给其他人用的，是自己的机密。 

 

 我认为，每家农场都要做一个主打产品，区别于其他农场，不要混着种很多品

种，这样就没有重点和自己的特色。农业本身的公益性大于商业性，2012年国家相关

的农业补贴是1.2万个亿，但大家可能不知道，有很多补贴是能申请到的。 

 

企业最好不要自己租地，成本很高。而农民种地是有补贴的，我认为最好的方式

是和农民一起成立合作社、农民和企业都入股。如果要申报国家项目就以农民合作社

身份申报，销售就以企业的形式操作。最大程度上降低成本。另外，国家有一个强大

的数据库，很多相关的信息都是现成的，我可以给大家做咨询。 

 
 
 
 

主
题
分
享 

分享主题： 

用物种弥合差距，全面发展有机农业                                                       

 

                                         刘晨：（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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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晨： 

赵翼：刘博士，您之前是做什么的？ 

刘晨：之前做过转基因，物种研究。例如古代先农坛祭天，康熙皇帝用的稻子，就

是野生稻种，谁都不能吃，专门祭天用。 

赵翼：您对于转基因的真实看法是什么？ 

       刘晨：转基因、打个比方，就像是移民，要看转的是什么基因？转入后对当地的环境

影响等，可能好也可能坏。 

 

 

刘雪萍： 

沈东曙：要讲社会意义，更要讲钱。现在的投入很多是对未来的投资。想听听刘雪

萍刘总对有机农业商业回报的真实看法。 

刘雪萍：我对财务没太多感受，不够敏感。三分地目前在转型过程中，希望找职业

经理人来做。过去两年是自己的热情，未来的两年希望它是个正常发展的公司。我现在

特别渴望人才。 

秦泳（消费者代表）：您能不能把菜装车后直接开到社区，让消费者进行集中采

购？您现在用什么渠道把蔬菜送到消费者手中？另外你们的肥料怎么来的？谁来监督？

超市很多有机食品并不可靠，大家都有担心。 

       刘雪萍：我们是宅配八斤起送，会员可以打折。多余产品用别的渠道销出去。按照有

机食品的标准，我们很多指标做不到，但我们凭良心做：肥料用附近的牛羊粪，农药过去

不用，但是有时会绝收，现在会适时用些有机标准允许使用的植保药品。我们会尽自己的

能力做到最好。 

 

 

陈海峰： 

提问：请问陈总，您怎样看待有机农业的未来？ 

陈海峰：现在有很多人在研究国外的生活方式，其实我们不必要研究别人的生活，

中国人有自己的生活。我认为有机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将来有机行业针对不同的消

费者会变成分级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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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一：信任 
 

程景：（消费者代表）现在消费者很多很盲目，挺可怜的。没有办法了解到自己买到的东西是不是真的

有机，所以有机市集才这么火。我还发现有给国外提供有机食品的供货商，花了那么高的成本，其实依然在

打药，挺可悲的。我走了这么多农场，当然也有满意的，最满意的是他们的工作流程和生产者的做人。 

 

刘雪萍：我觉得需要给生产者更多尊重，比如在桃子上直接贴上生产者的肖像，他肯定就不会随便使用

农药了。现在农产品到了厂里就重新包装贴牌，跟生产者就没有关系了。我们要多鼓励生产者，要一步步

来，做有机不可能一蹴而就。另外要更多了解企业文化和企业的成长过程，了解生产者的为人，人是什么样

子的人，管理是怎样的管理。 

 

        杨利：除了空气、土壤、水这些外部条件，更重要的是企业要做到自律，企业真要作假，监管机构和消费

者是很难查出来的。关键是企业对品牌对消费者要负责任，公开透明，这才能建立信任。管理模式也要改，企

业要尽可能承担所有风险，不能让工人承担。 

沙龙后半段，各位嘉宾各抒己见，热烈讨论，主要探讨了以下主题： 

◆ 您眼中的有机食品消费者有什么特征？ 

◆ 有机消费者选择产品最重视什么？ 

◆ 消费者关系管理最重要的是什么？ 

 
 
 
 

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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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伟：我们各个生产环节都是可以公开的，我们可以带着消费者一起去了解这个过程。 

 

        吴威：关于信任，我比较乐观。试想你平时是怎么信任一个人的？先要认识、了解，慢慢熟悉之后，双方

信息更对称，才能建立信任。消费者如何信任企业？一个看态度一个看能力。我们希望起初以消费者体验和熟

悉获取信任，之后靠的是企业一直以来的表现。 

 

李南霖：（消费者代表）做有机农业要有耐心，有爱心，要让老百姓知道你是怎么种的，让人安心，长

了虫子就老老实实告诉消费者。做有机不是要去追求空洞的理念，把城市和农村的家庭结合在一起，构建感

情的桥梁，这才是信任。构建这种看得见摸得着有味道的沟通，比漂亮的图片要有效得多。 

 

       李小雪：做农业的人其实很单纯，只要种地的人一片诚心，把用心种出来的产品交给消费者，就能继续下

去。忘记外边的炒作，诚心诚意做有机就可以了。消费者的了解也是慢慢接受和培养的过程。打开大门随时随

地让消费者去看，才能让人真正相信和持续地支持你。 

 

杨明：信任是相互的作用，叫别人相信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打开了没有？有机行业的出现是源于整个

社会道德的缺失，我们需要相互更包容一点。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家人负责。 

 

       包旭日：信任是整个链条中最薄弱、最需要建设的部分。有很多成本是消费者没有看到的，互相之间的沟

通渠道不畅和信息不对称是造成屏障的主要原因。搭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沟通交流的平台，重建二者的信任

关系，这也是我们企业的使命。现在有机这个词，大家并不是很了解它的内涵，所以我们不想用这个词来界定

自己的产品和业务。生态是循环的、自然的状态，所以我们的农业项目取名为生态信任农业。 

 

 
 
 
 

互
动
交
流 

第二期“富平农业沙龙”的自由发言环节，嘉宾积极发言，气氛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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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二：联盟 
 

梅卉昕：具备一定消费能力和有机观念的人，是有机产品的消费者。我们首先要找到目标群体。其次行

业联盟很重要，必须要资源整合，全方面满足消费者需求，这是一家企业做不到的。有机企业之间可以相互

串货，使产品多样化，一个企业只有那几样东西，消费者总是会吃腻的。 

 

李坚刚：发展家庭消费者会员，是未来的趋势。但怎么服务消费者？很多消费者喜欢自己选，未必喜欢

你来帮他搭配。我们做农业凭良心，但还是要赚到钱，不能太悲壮。我非常同意形成业界联盟，在农场上有

差异非常好，不一定要走同一条路。 

 

张婷婷：我初中的时候去旅游，火车在路上临时停车，那里发生了很严重的水涝，我看到一个老农夫在

地头默默地抽旱烟，自己很有触动。现在有赤诚之心守护土地的人，已经很少很少了。期望和大家合作，有

钱一起赚，继续走下去。 

 

 

 

关键词三：标准 
 

赵翼：要了解农耕的浪漫与残酷，现在去谈有机是奢谈，我们自己做自己的，不用去管那些标准。最好

的衡量标准是你自己吃不吃。 

 

唐亮：欧美的认证是在社会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因为欧美农场经营面积一般很大，单品认证的平

均成本就比较低，我们不行。因此生产者如果不是发自诚心来做这件事，很难保证生产出好的东西。 

 

秦泳：（消费者代表）有没有使用农药化肥，能不能通过简单的测试让消费者看到？技术上能不能做

到？为什么不自己组织协会和联盟呢？国外很多都是自己行业制定的标准。 

 

杨利：做有机农业，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口碑，至于检测标准，我们不必过分在意，自己凭良心做好就行

了。现在我们要慢慢建立起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彼此了解和信任，这是需要花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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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四：口感 
 

秦泳：有机并不是只有有钱人才能消费的。我觉得吃有机食物就是吃小时候的味道。第一个是味道。 

 

杨利：单凭口感不能判断是否有机。口感好坏取决于品种，季节，肥料，种植密度，采收时间，新鲜度

和运输环境。 

 

 

关键词五：营销 
 

杨明：乐活城已经做7年了，尝试过各种渠道。其实有机产品也有好坏之分，要分级。最好的产品卖给

最高端的消费者。不过现在这个行业还没有一个真正成功的经验可以分享。 

 

涂润林：（消费者代表）我在出版社工作，常常跟人推广有机菜，让有机生活理念深入人心还是很难

的。坚持购买有机食品的是比较相信人的人，以及对食物很挑剔，很了解食物本质的人。我只能是尽自己所

能在生活工作中宣传有机。我们需要找到真正愿意扎根社区的人，长期去宣传。 

 

周晖：（消费者代表）我们杂志在改版后开始更多关注生活理念方面的议题，从消费观念和生活观念引

导读者。有机是一种生活理念，只有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能很好地生存，我们吃到的东西才会是安全的。另

外，我们网站可以作为大家的宣传渠道，提供一些支持。 

 

 

沙龙结束后，与会嘉宾仍在热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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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创新·朴素·快乐 

创新社会投资    让服务惠及穷人 

    联系人：赵 乐（富平学校传播部）  电话：010-51319341      电邮：zhaole@fdi.ngo.cn       网址：http://www.fdi.ngo.cn/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民旺园19号院鸿泰商务楼    邮编：100013    （简报所有文字和图片的相关权利归北京富平学校所有） 

（简报内容据嘉宾现场发言整理） 

 

沙龙总结 ： 

华浪珊：有机会网站，总经理 

   

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沙龙，让更多的人（消费者）打开爱心，相信他人（农业经营者）；  

从消费者角度来看，口感好、购买便利、品类齐全是主要诉求，站在企业角度，要重视消费者的意见和建

议，要承诺诚信经营； 

总之，我们要向科学求方法，向社会要认同，向资本赢未来，让万物有机会。  

 

第二期“富平农业沙龙”结束后，部分与会嘉宾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