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开超市起家
创办公司再度结缘农业

对1967年出生的北京凯达恒业农业技术开发公司
创始人和总经理刘长安来说， 命运似乎让他与农业、
农村、 农民割舍不掉， 终生相伴。 1990年北京农学院
农学专业毕业之后， 他被分到房山区农业局当了一名
公务员， 这一干就是10年， 这也是刘长安对自己和社
会加深认识的10年， 最终， 他把自己融进了中国改革
开放不断深化的大潮中———2000年， 刘长安选择了离
职， 开办了自己的民营企业。

下海之前的刘长安也是优秀的！ 1997年， 在任职
房山区土肥站站长期间， 他用自己的科研成果 “新型
肥料———长效碳酸氢铵的研制与应用”， 获得了中国
科学院科学进步特等奖、 “平衡施肥综合配套技术开
发与示范推广” 获北京市政府星火一等奖。 即便在开
办了自己的民营企业之后， 刘长安依托自己农学专业
知识， 在农业科技方面依然获奖不断…… 在同事眼
里， 几次获得国家和北京市级科技大奖的刘长安一贯
的行事风格就是 “闷声不响下到田间” 搞科研。 离开
公务员岗位的刘长安 ， 当时没几个人看好他的发
展前途。

离职后刘长安和妻子共同经营一家名为 “恒运”
的超市。 刘长安说， 自己后来下海办企业的启动资金
就来自 “恒运”， 不仅启动资金来自那里， 他后来办
企业的宏观微观定位 ， 也和这家超市密切相关 。 此
后 ， 他利用自己的农学知识和科研成果 ， 利用 “恒
运” 这个平台， 开始尝试通过这家超市和北京、 河北
等地的农村建立豆类种植合作社， 与农民签合同定种
植品种， 再由超市向国内市场包销产品。 这下超市的
生意做大了 ， 而且不是一般零售企业可比的经营模
式， 手握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农学土肥专家刘长安
发现， 要实现自己的理想， 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政策就
要充分利用起来———成立北京凯达恒业农业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有一次， 他到自己开的超市去了解情况， 他发现
货柜里有很多薯片在卖 ， 就问 ： “这东西好卖吗 ？”
他爱人说： “嗯， 卖得不错。 不仅卖的不错， 而且很
多团购订单里都少不了。” 在一个大男人眼里只算是
零食的薯片居然有那么好的市场需求， 实在出乎他的
意料。 过了一段时间， 超市的信息又反馈回来了， 薯
片、 薯条类的食品需求量越来越大， 似乎供不应求，
其中尤其以百事品牌最为畅销。 这下刘长安似乎对土
豆有了一种新的认识。

上大学前一直在农村长大的刘长安， 对土豆这东
西太熟悉了， 大学农学专业毕业后， 他的很多科研项
目也和土豆种植密切相关。 得到薯条、 薯片产品市场
如此火热的信息， 从骨子里就笃信 “与时俱进” 的刘
长安实在找不出不做这个项目的理由， 他对爱人说：
“我出去考察一下， 看看这东西该怎么做， 咱们自己
生产吧。” 最懂刘长安心思的爱人完全没有意见。

公司的人都知道刘长安是个典型的 “行动派 ”，
只要确定做什么事， 他就会执着地做下去！ 土豆食品
加工项目算上发现市场的时间在内， 大约前期准备的
时间加上思考也就一个月， 刘长安就确定了要做这个
项目。 他在房山区第一个办了在APEC国家范围内的

“绿通” 卡， 持这张卡， 在APEC国家具有免签资格，
只要买到机票人就走了。 那段时间 ， 他走了很多国
家和地区 。

考察完毕， 他把百事食品公司作为首要的合作商
谈了下来， 然后就是项目上马， 按照合作公司世界级
的产品要求上项目， 重新选择企业扩建厂址， 开始了
凯达公司的 “自由泳” 高速前进的时代。

作为世界著名的食品加工生产企业， 百事公司管
理制度和产品标准都非常严格。 从开始合作到现今，
凯达公司这个 “代工” 合作的标准依然来自百事。 记
者在凯达公司采访时， 恰遇百事公司高管来厂考察，
记者问： “如果合作商的产品达不到你们的要求会怎
样？” 百事的人回答： “合作立刻终止！” 记者又问：
“假设合作商贿赂百事的人呢？” 他们回答： “完全无
效。 百事有一个让很多人不可思议的举报检举机制。
举例说， 您是记者， 假如今天在这里发现了凯达公司
的人贿赂了我们， 哪怕仅仅是怀疑， 只要通过在全世
界公开的百事举报系统举报， 我们就只能离开公司，
个人还要承担巨大的损失， 而这个举报行为人是谁、
来自哪里， 被举报人完全不会知道。 百事的管理制度
就是这么残酷。 另外， 贿赂是不能改变合作企业产品
质量的 ， 达不到百事的要求 ， 市场反馈马上就会出
来， 对有质量问题产品的溯源极其简单， 合作肯定就
终止了。”

百事和凯达的合作没有另外的标准， 刘长安当初
一锤定音毫不回避与世界顶级食品生产销售商的合
作， 瞄准的就是企业未来的长远发展， 以及企业管理
和产品质量的世界水平。 凯达公司生产副厂长金亚丽
接受采访时说， 凯达公司把百事公司作为自己最重要
的核心合作商之后， 在双方的合作方面百事公司几乎
拿出了全部的精力在帮助他们， 感觉已经到了手把手
教的程度。 “按照他们的要求， 是全世界的薯条不管
在哪里生产的都是一个口感 ， 这很难 ！ 但凯达做
到了。”

今天中国消费者在国内购买的百事薯条、 薯片，
外包装上都清晰地标明生产商是 “北京凯达恒业农业
技术开发公司”， 包括麦当劳、 肯德基在内的快餐店
供应的薯条， 绝大部分也是凯达公司生产的， 凯达公
司仅这部分产品的销售额每年就超过了5亿元人民币。

“我眼里扶贫不是简单的送资金， 而是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的事情。” 凯达恒业公司成功了， 他们很自
然地被房山区政府派了一个任务———到内蒙古定点支
援扶贫。 当记者问起开展扶贫工作的体会时， 刘长安
说了上面的话。 这句话为我们打开了关于扶贫工作的
一个新视角。

内蒙古自治区的乌兰察布市， 全市1000万亩左右
种植面积中， 马铃薯种植面积占400万亩， 年产量450

万吨， 在全国地级市中面积和产量均居首位， 所有才
有了被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授予 “中国马铃薯之都” 的
称号。 但在凯达恒业公司来之前， 由于种种原因， 马
铃薯仅仅停留在种植阶段， 产业链没有进一步延伸，
没有形成有组织的稳定的销售渠道， 每年都有大批马
铃薯腐烂在地里， 造成有投入， 有产出， 却没有收益
的窘状， 辖区内也形成了大量守着 “金蛋蛋” 的贫困
农户。

2015年5月， 刘长安跟随京蒙挂职干部团队来到乌
兰察布考察， 当地迫切需要现代化的马铃薯深加工技
术来提升效益。 “我学的就是农学， 干了20多年的农
产品深加工， 这正是我们公司的技术优势。” 经过深
入考察和市场分析， 刘长安更加坚定了在内蒙古投资
发展的信心。 “尽管当时我们已经把大部分资金投到
别的项目上， 可还是决定在乌兰察布投资5亿元， 上马
铃薯深加工项目。” 决定一作出， 刘长安和公司全体
员工的肩头就压上了一副沉甸甸的担子。 大家出于对
凯达的信任 ， 更出于对参与扶贫事业的责任 ， 积
极支持项目实施。 可要一下子拿出5亿元投资新项目，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事。

为了筹措到这笔资金， 除了把公司所有资产全部
抵押贷款， 刘长安还把自己家、 亲戚家的家当也拿来
做抵押。 员工们得知公司在内蒙古发展遇到资金困难，
自发地集资， 有钱的出钱， 没钱的就拿房子给公司
做抵押 。 尤其那天在公证处 ， 员工一家一家的排
着队去签字按手印的时候， 一个员工的家属对刘长安
说： “刘总， 我们家只有这一套房， 我可把全部的家
当都交给您了。”

看着员工签字按手印， 看着一本本压在公证处的
房产证， 刘长安心里真不是个滋味。 “如果投资失败
了， 员工们将无家可归， 北京援蒙形象也将受损。 压
力就是动力！ 只有把事干好， 才能对得起员工对我
的信任 ， 才能对得起培育我的北京市各级领导， 才
能让殷切期待的贫困农民过上好日子。”

2016年4月8日， 乌兰察布 “薯都凯达” 正式开工
建设 。 当地 10月份就下雪了 ， 施工期只有短短 6
个月 ， 而按照协议是当年就要出产品， 很多人根本不
相信， 甚至有人说刘长安是跑马占地来了 。 他对
大家说 ： “就是脱皮掉肉， 也要当年开工， 当年投
产 。 让怀疑我们的人看看 ， 凯达就是要说到做到 。”

四月的乌兰察布， 小风三尺土， 大风漫天沙。 要把30
多个土建、 国内国外的设备、 装修单位协调好， 同步
推进， 也不是件容易事。 刘长安吃住在工地， 白天晚
上连轴转， 常常干到后半夜。 团队成员家都在北京，
虽然只有四小时的车程 ， 但他们两个多月都没有
回家。

功夫不负有心人。 年底， 一座占地200亩， 年加工
马铃薯7万吨， 年产值可达6.4亿元的加工厂， 赫然出
现在乌兰察布察右前旗那片荒地上， 刘长安实现了当
年签约、 当年开工、 当年投产的许诺。 工厂建成了，
但怎么才能更好的让当地贫困户脱贫增收？ 刘长安采
取了多种长效造血扶贫机制， 与合作社、 大户和村集
体建立了长期帮扶合作关系。

“现在种土豆可不用犯愁了。” 40多岁的胡国柱是
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望爱村的种地大户， 说起
种地， 他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自己的种地经历。

6年前， 胡国柱从邻近的旗县来到望爱村， 通过土
地流转租下600亩旱田， 种起了马铃薯。

“农民种地原来没什么保障， 丰收了没销路， 不
丰收没产量， 咋种都是亏。” 胡国柱回忆当初的情形
仍是感慨万分， “如果没有来自北京的帮扶， 我怕是
早就出去打工了。”

从前的 “愁疙瘩 ” 变成了如今的 “金蛋蛋 ” 。
“现在手里有了凯达的大订单， 舍得浇水、 舍得除草、
舍得花钱。” 胡国柱说， 今年他与凯达公司签订一级
种薯培育基地订单， 以每斤0.75元保护价收购， 公司
还派技术人员下地指导。 “播种、 浇水、 施肥全部上
了机械， 种地比以前精细多了。”

望爱村党支部书记孟铎介绍说， 像胡国柱这样的
种植大户， 不仅带来了土地租金收益， 更能促进贫困
户就业， 村民在本地打工每天能赚150元左右。

“切洋芋块一天100块， 今年光切洋芋块就赚了
3600块。” 村民段秀珍给记者算了她家的账单。 虽然脱
贫了， 但是65岁的段秀珍已经干不了重体力活。 “原
来穷得没办法、 没本事， 才在家种地， 如今在家种洋
芋都发了财。”

有订单、 有劳力、 有技术……有了全方位的保障
后， 今年胡国柱一口气购入土豆播种机、 收割机、 拖
拉机等6台新型农用机械。 “以前都是没本事的人才留
在村里种地， 现在咱种地都是 ‘挺着腰杆’ 种！”

同年， “万企帮万村” 在全国贫困地区如火如荼
展开， 为了让更多的村集体增加造血功能， 刘长安先
后与察右前旗、 察右中旗19个深度贫困村结成帮扶对
子， 结合各村特色量身定制帮扶方案。

“我们先后三次来到中旗东油坊村， 和村委会一
起商讨扶贫计划。 最终确定帮村里成立合作社， 600户
贫困户参与种植， 马铃薯种植面积达6000亩， 每亩可
增收1000多元。” 刘长安说， 贫困户虽然挣钱了， 但村
集体收入还是零。 于是他们又出资110万元为村集体无
偿捐赠拖拉机、 植保机、 马铃薯收获机等农机具， 建
立现代化的农机服务队， 为本村及周边村提供耕作服
务。 在刘长安的帮助下， 2019年村集体纯收入已超10
万元 ， 预计未来十年村集体经济每年可增收 15万
元 。 村支书贾德豹说： “刘总让我们贫困村变成了富
裕村。”

如何让更多的农民因小土豆而增收致富？ 如何让
贫困户脱贫不返贫？ 刘长安审时度势， 结合国内国际
双循环大背景， 结合马铃薯定位为中国第四大主粮，
顺应马铃薯产业发展趋势， 决定在中国薯都乌兰察布
建设中国最大的马铃薯加工产业基地 。 四年多的时
间， 凯达公司陆续投资建成了休闲薯条、 豆制品、 法
式薯条加工厂， 又从北京引进了6家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 同时建成了中国薯都马铃薯博物馆和50万吨马铃

薯仓储交易中心等全产业链项目。 今年80%以上都将
实现投产， 如乐事、 三只松鼠、 百草味、 良品铺子等
大品牌的薯条都来自凯达公司， 产品已出口到30多个
国家和地区。

凯达公司从2016年来内蒙古投资， 厂区从占地200
亩扩建到现在的1400亩， 从投资5个亿到现在计划投资
32个亿， 从建筑面积5万平米到现在的50万平米， 在一
片荒地上从一个工厂建成了国家级的马铃薯产业园。
凯达以订单、 就业等扶贫机制， 已累计带动周边3万余
人参与12.5万亩马铃薯、 冷凉蔬菜种植， 已帮扶当地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4343人。 产业园达产后可以实现产
值40亿元， 利税4亿元， 带动产业链产值24亿元， 将有
3万农户参与50万亩基地的种植。

让当地政府和群众高兴的是， 今年10月底， 投资7
亿元代表世界最先进技术水平的法式薯条加工厂即将
投产， 一天就能加工马铃薯800吨。 “我们先后与当地
80多个合作社、 大户建立了订单合作， 种植面积已达8
万多亩， 有5000多户农民参与种植。 凯达以保护价收
购 ， 确保了农民 、 贫困户持续稳定增收 ， 年年都挣
钱。” 刘长安说。

2020年， 刘长安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奉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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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农业出身的他似乎此生与农业、 农村与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从农业科技岗位的公务员辞职后， 又看上了土豆加工业；
他一头扎进有 “中国薯都” 之称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 手把手地教当地贫困农户种土豆。 他说： 要让这些 “土蛋蛋” 变成 “金蛋蛋”；
他说到做到， 土豆加工厂在荒原上当年开工当年投产。 5年时间， 乌兰察布已经成为中国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土豆深加工基地， 4000多名建档立卡贫

苦户因此得以脱贫摘帽；
他率领众多北京企业进入贫困地区结对子， 为贫困户找到了自我造血的路径， 未来将有数以万计的农户因为与他一起干土豆而走上致富路......
他就是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奉献奖获得者、 北京凯达恒业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长安———

□本报记者 闫长禄

与跨国公司的合作
着实不易

把“愁疙瘩”
变成“金蛋蛋”

“万企帮万村”
让贫困户有了造血功能

让让““愁愁疙疙瘩瘩””变变
成成““金金蛋蛋蛋蛋””扶贫能手刘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