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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者激扬》

内容概要

《勇者激扬》是一部波澜开阔的褚时健人物传记，集30年企业管理之大成，其低调而又生猛的励志故
事，极具微妙而又传奇。一切从法国人在云南瓜分地盘开始。褚时健从铁路走出来，他上山打日本鬼
子，好不容易端上公务员铁饭碗，却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几经沉浮，又被任命接手红塔这个烂摊子。
他使出浑身解数，终把红塔打造成中国第三有钱的企业，正当呼风唤雨之时，被人揭发贪污公款。就
在他以为将把牢底坐穿时，命运又一次向他伸出橄榄枝。从参军，到烟王，再到橙王，坎坷50多年，
道尽不为人知的官与商，血与泪。作为第一代最成功的企业管理者，其经营哲思、创新精神，以及人
生追求，对后来的企业家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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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者激扬》

作者简介

张奕，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早期一直从事天使投资，目前重点关注农业和移动互联网领域的项目，
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投资了多个创业团队。酷爱写作，曾在多家报纸和杂志发表过纪实作品和观
察作品。
江南，毕业于西南大学，是长期从事企业历史与现实题材研究的作家，曾任职于国内媒体，现专职文
学创作。很早之前就开始关注褚时健，曾长期在云南进行大量采访，收集有关褚时健的信息和资料。
他一直坚信，褚时健式的企业家是性格和历史双重因素使然，在充分市场化时代，这样的企业家会发
展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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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者激扬》

精彩短评

1、作者对不起传主！
2、褚时健，作为中国经济现代化转轨中的标志性人物之一，本是一个及其具有研究和写作价值的人
物。
3、褚老的经历，他自己不能说、不愿说，还有一些不敢说、不好说。但这些不能成为两位作者应付
差事的借口，此书基本是各种新闻报道和百度百科的集合，我估计褚老既不好拒绝也不愿多讲吧。传
主这样具有历史代表性的人物，他的传记要不由自己写，要不由吴晓波这样的人，如果很多事暂时不
能发表，那就让时间沉淀吧。3分，不是给两位作者，是对传主的敬佩。
4、勇者激荡  秋天来一筐褚橙吧！ 褚时健说不涨价
5、水很一般，但是人值得敬佩
6、佩服！
7、我总觉得作者拿很多背景文字来充数，谁要看那些大数字啊，毫无意义，文字也缺乏一定诚意。
8、“没有在深夜痛哭的人，不足以谈论人生”，那关键是，在灵魂的鹅暗夜里痛哭完了以后，早晨
起来面对着现实的生活，要怎么办，才见真功夫。人物很赞，书写的凑合吧。
9、不敢恭维这两个作者，写的还没摘录的只言片语有深度
10、 褚时健的一生颇有传奇性，这一点就足够吸引人来阅读。书里的故事也还不错，但是不够深入。
11、I am too young to realize that I am too young - To myself
12、书写得实在糟糕。但褚老给我最大的触动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是要求做到最好，在糖厂，烟厂还是
种橙，甚至坐牢，都是做到最好，都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13、书基本由三部分构成：中国发展各阶段的官方言论、书中人物的简单档案、采访者文稿。书的主
要看点是褚时健的人生故事，他身上的品格、做事的态度，他一生的努力奋斗。褚时健参加抗日战争
打日本鬼子，49年后却被打成右派，几经沉浮，又被任命接手红塔这个烂摊子。他使出浑身解数，终
把红塔打造成中国第三有钱的企业，正当呼风唤雨之时，却被人揭发贪污公款。就在他以为将把牢底
坐穿时，命运又一次向他伸出橄榄枝。从参军，到烟王，再到橙王，坎坷了50多年。褚时健的一生，
充满了亮点。这是阅读本书的理由。
14、作者文笔好差。冲着褚老爷子给四星。
15、一个非常好的励志题材，却被两个作者给糟蹋了。诸时键跌宕的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引人的故事：
不平凡的经历，不服老的精神，乐观的人生态度，踏实的工作态度，褚橙的营销与管理方式值得每一
个人好好学习与体会。
16、向永不言弃的褚老致敬！
17、文字很一般，只是冲着这个人。许多虚构的故事，也不抵这段真实的人生有力。
18、用一本书去记录一个有故事人物的一生，给我们正在努力着的年轻人一些启示。褚老是一个很有
魅力，很有毅力，令人敬佩的人物。当他处在人生的低谷时，他并没有被现实打败，而是一次又一次
的站起来，成为了烟王，再到橙王。这本书将主人公做事的态度体现的淋漓尽致，让人不禁对他肃然
起敬。
19、2014.6.28
20、只能说是一般的叙述，但是主人公本身确实可敬可佩，了解一下他的过去今日到是也可以看看。
精神，坚强的精神最可贵。感觉现在给已逝的女儿留在人间的外孙女和外孙女婿留下更多财富是老人
家最大的动力了。虽然书里并未明确说明。总之，是对一个可佩之人的点滴记录。
21、书是好书，写手有冲字数的嫌疑，不过也看出褚时健的性格，注重的是内在的追求。最深的感触
有三，一是成功的秘诀在于让农民挣钱，投资给烟民种烟。二是人活着就要有些追求，闲着也是闲着
。对于快乐源泉在于工作的人来说是有动力的。三他是职业规划的教案，时时刻刻都要对工作有想法
。不满足于现在的成绩。还好。
22、实在是无力吐槽，人物值得写，但是这写作水平实在欠可以！中间大段大段的文字抄录，关系不
大的花大笔墨，真正重要的人物性格、人物的行为动机却没有深入探寻！而这才是好的传记的精华不
是吗？另外，过分感性的语言，几乎随处可见，还有重复性的段落，感觉就是凑字数，太浪费好题材
了。。。
23、这两个作者很多是复制粘贴的吧⋯⋯前后重复，逻辑不通，估计自己都没好好读过复制过来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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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者激扬》

几段
24、褚老的经历很励志，但是书写的深度不够。。。。。
25、褚时健不错，书写的太对付了
26、缺乏内容，也缺乏深入思考
27、这本书写得太对付了事了，估计都没有采访过本人，各种抄写以及引用，真不明白作者什么心态
。
28、写得有点烂
29、心态决定一切，但是也有一定滴社会原因，褚老带动了一次改革！
30、褚老本身是个传奇，但这本书写的⋯着实太差劲，大篇幅的摘抄，数次的前后重复，就为了凑齐
这204页？好吧，其实核心内容也许一个长篇就够了，相较而言，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真是良心推
荐！！！
31、很多内部的东西都没有，书流于表面，不够深入细致！
32、写的很糟糕，堆砌了一些资料和评论。不过，借此也大致知道了褚时健的生平，至于内里的真相
，估计除了当事人，谁也不清楚。
33、改写的没写，流水文，没意思
34、虽然还是有读者吐槽作者的写作能力，但是我觉得此书还是值得推荐的，毕竟很多内容是作者亲
身采访得到的材料，笔法也可以，但要是将其中大段的摘抄部分写的简略一点就更好了。
35、这种文笔都能出版 。。。
36、书中的褚时健前辈经历了人生大喜大悲，高起高落，荣誉加身到极点以后，转瞬间锒铛入狱，让
人不禁感到惋惜，对于他所犯的错误，书中并没有过于详细描写，也未批漏其详细的心里状态以及更
多独白，只有几句话“我马上就要退休了，我要想办法给自己留点钱”，或许是笔者刻意避讳这一段
传主灰色的人生经历，担心这一段不好的经历会有损书中树立的褚老光辉的企业家导师形象，可是正
是这一段的模糊和晦涩让我觉得失望，我想褚老或许都已经能够坦然面对这一切波澜起伏的经历了，
但是读此书给人一种隔雾看花的感觉，不真实！
其次，书中描述过于格式化和零散，看似以时间为主线延续，但是有部分内容似乎离主角，主线太远
，在其他人物身上花费了太多的笔墨，并且这些人并无紧凑感，人物联系不够紧密！

37、褚老故事值得敬仰，作者水平值得唾弃。三星只给褚老
38、2014年9月30日读，201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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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者激扬》

精彩书评

1、褚时健，作为中国经济现代化转轨中的标志性人物之一，本是一个及其具有研究和写作价值的人
物。可惜遇上了两个烂的作者。花了3个小时浏览了一遍，全书是由一些简单材料的堆砌与大篇幅的
抄袭，对于人物内心深处的挖掘对于这样的作者是一种奢求。但至少你能将故事讲得好些，完整些吧
？买书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出版社“九州出版社”，这也是一个烂书聚集之所。总之强烈不建议你阅读
。建议作者好好学习一下凌志军的作品如果一定要找出这本书的价值，其实只有书中的一句话：人与
人的不同在于梦想。
2、59岁，应该是一个可以退休享天伦之乐的年龄，但是锒铛入狱，随后承受老年丧女之痛。这些切肤
之痛，如果放在我们自己身上，想想我们能承受多少？抛开体制不谈，光一个86岁的老人的经历，就
让我们羞愧不已，整体喊着我的工资低，女友离我而去。与褚时健相比，真的是小儿科。想想自己85
岁时，我是否还能做着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恐怕不一定。
3、在这些问题上要自己好，也要让别人好。如果单要自己好，干什么工作、接受什么任务就搞大指
标，会让大家很反感。我几次几乎要死，临死前想到了生。我明白一点，人在任何时候，精神都不能
垮。我从小就有这样子的想法，你叫我做什么，你放心，我一定会做好的。做烟做橙子我都不了解，
做烟之前，我在政府工作，完全不同的，开始做烟的时候我在做，做事认真点，工作会努力。白手起
家困难重重。橙子刚挂果时，出时间年年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果树不是掉果子，就是果子口感不好
。这个没什么爱好的老人，买来书店所有关于果树种植的书，一本一本地看。后来橙子不掉了，但口
感淡而无味，既不甜也不酸，褚时健睡不着，半夜12点爬起来看书，经常弄到凌晨三四点，最后得出
结论，一定是肥料结构不对。我们也非常佩服他，刚来的时候也是70多岁，我们农村里这个年纪根本
不会做什么的，不像他一样。就像跟我们开会说的，人生60岁才起步，70岁才是总结人生最足的时候
。采果忙的话就不开会，不采果的时候会开会汇报工作、工作任务什么的。在我面前还没有看到他发
火过。有人工作做得不好的时候还是会说一下。我性格就是这样，要整就整好，努力干，一年、两年
、三年，一直到做好。像果园，我都不是法人，只是顾问，到现在都还是这个身份。劳动么，我是不
行了，出主意我是可以的，我对这些是有好多经验的。我从小如此，性格上非要将它做好，做不好不
服气。这性格，五成是天生的，后天影响则是看环境，那个时候物资太缺乏，总希望一切好起来。我
从来没有怀疑过，这点我有信心，再难理的事我来理，客观上无法完成，就找人去，听别人的意见，
共同突围去。和我同辈的、同时代的，大家都相差不多。我过去曾听过邓小平的一个讲话，话不多，
讲的是如何解决当时的经济困难。当时江青也有个讲话，却是一些套话空话。两个人的话一比较，我
就觉得，国家领导人像邓小平这样，中国才有希望。所以当时邓小平的讲话，我就一直放在抽屉里。
他做事实在，空话套话一句都没讲。莫哄人，也莫哄自己，帮你的人就会很多，你要做的事情就顺利
了。是这样的，经验重要。我经常和人讲，瞎子不怕老虎，老虎叫，他不怕，老虎有两个爪子，他看
不着。我这个人，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与社会的关系，从来都是先考虑别人，困难的事情
留给自己，现在还是这样。有些事情靠运气能成就一回两回，但是时间长了还是不行。对风险的戒备
也永远要有。种橙，我时刻准备破产，有思想准备，我能承受，但是也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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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者激扬》

章节试读

1、《勇者激扬》的笔记-名人推荐

        “橙子挂果要6年，他那时已经75岁了。你想象一下，一个75岁的老人，戴一个大墨镜，穿着破圆
领衫，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论橙子挂果是什么情景。虽然他境况不佳，但他作为企业家的胸怀呼之欲出
。我当时就想，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
那样勇敢。”——王　石 

“我吃过他的橙子，大家都赞不绝口，这么大年龄才开始创业又做得这么好，确实给我们这些人非常
大的激励。”——王健林

“我吃这个橙子时，立刻想到的是我应该给褚时健写封信表示感谢。”——柳传志

“今晚，我和同事吃到了褚橙。昔日烟王，今日橙王，名不虚传——一个无关荣辱，只关岁月的传奇
！” ——章诒和

“只能表示由衷的支持和敬佩！向二次创业成功的褚时健先生致敬。”——徐小平

2、《勇者激扬》的笔记-媒体推荐

        

        2012年10月22日下午4点，太阳从哀牢山的方向，打到了褚时健的冰糖橙种植园，刺眼的太阳光让
人无法看到哀牢山的全貌，天气有些热，这是个典型的云南干热河谷。85岁的褚时健，身穿一个背心
，背心上有些泥点和汗渍，脚上是一双凉拖鞋，来见从北京远道而来的客户。
      这里距昆明有四个小时的车程。褚时健平时住在玉溪，每月来生产基地三四次，有人问他，在山里
是否心情更好，褚时健说：“这边空气好，春天看开花，然后橙子慢慢长大了。”
褚时健75岁再创业，85岁时褚橙进军丽江，生产能力异地扩张，进而嫁接电子商务进京，基本算是褚
老十年磨一剑的一个里程碑。褚时健正在开创一个有把控力的新农业模式，从产品培育、合作生产、
销售渠道建设到品牌塑造，多点着手。——《经济观察报》

* * * * * * * * * * * * 

        褚橙一年只有两个月的销售期。褚时健必须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完成从采摘到推广、销售、配送
等全部过程。不然果子就会掉在地里成为废果。今年的褚橙产量大约9000吨，褚时健计划通过电商平
台把超过2000吨褚橙销往全国。
       这就意味着，褚时健必须在“双十一”的激烈竞争阶段，杀入电商这片红海。时间紧，任务重，
而今年，褚时健已经86岁了。
      买过褚橙的人，都十分认可橙子的价格和口感，以及褚橙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第一财经
日报》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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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者激扬》

        江河源自小流，千里积于跬步。中国梦辽阔壮丽的背后，是千千万万中国人对个人梦的追求。他
们是这个国家最寻常的一员，有着家长里短、柴米油盐的悲喜忧欢，他们共同组成了中国梦最坚实的
基石。只有当所有的个人之梦自由绽放，中国梦才是有根之愿，有源之想。
       安安分分过日子，是褚时健一家过去十余年的梦想。
      外面风生水起，褚时健本人却波澜不惊。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窝在玉溪市大营街的家中，过安分的
生活。
         如果没有意外，他会在6点半起床，给大家做早餐，二十余平米的厨房墙上，贴了整整一面墙的4
大张《食疗配方挂图》；然后，看看书报，比如已翻得很旧的《新编果树病虫害防治及农药使用技术
》；接着，就是陪陪家人，侍弄花花草草和动物。
        褚时健甚少出门。他家里养了一条狗、两只猫、三只鸡、一百一十余盆花花草草，屋前院后栽了
罗汉松、大叶榕、清香木、桂花树等各式常绿植物。时值寒冬，但褚家的院子里仍郁郁葱葱。
         更多的心思，褚时健花在了哀牢山上。他每个月都去车程两小时外的橙子基地，少则两三次，多
则五六次。春耕、剪枝、收获的时候，他就睡在基地里。2003年，王石来哀牢山拜访褚时健，被拉着
聊了几个小时的种橙技术。
        褚时健的律师兼相识28年的好友马军说，褚橙只是一个副产品。“褚时健不种橙，也会干点别的
。他没有放弃作为一个人的价值体现，这代表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南方周末》

* * * * * * * * * * * * 

        对这一代人来说，对金钱的态度有一种矛盾的价值观。他们个人并不那么在意奢华的生活。褚时
健一直保持着节俭的生活习性。他总是穿蓝色的老式塑料拖鞋，宽松的棉布裤子，不会扎领带，一件
白衬衣因为穿了多年，领口泛黄，袖口也微有污渍。一根皮带用了20多年，比公司年轻员工的年纪还
大。
        凡事亲力亲为，重视技术，永不满足，力争第一，这些都是褚时健到80多岁仍未丢弃的性格标签
。从2002年开始种植自己并不熟悉的冰糖橙后，他更要依靠自己对细节的严格掌控，确保二次创业的
成功。果园的技术员张伟告诉本刊记者，冰糖橙是一种非常费人工的作物。年初要剪梢，保证果树能
吸收足够的阳光；开花后要保花保果，结果后要控制果实的大小、外观；生产环环相扣，一年四季不
得闲。这正合了褚时健“闲不住”的性格。——《三联生活周刊》

* * * * * * * * * * * * 

        褚时健闲不住。他告诉果园的人，他喜欢工作。他说要是在家里坐一天，他都觉得心慌。他办事
很讲效率，80多岁的人了，如果他电话里说次日8点到果园，从玉溪到新平、再到戛洒，再到果园，
有200多公里，全是山路，坐公共交通车要四五个小时，开车从玉溪到果园也要3个多小时，但说了8点
到，他一定会准点。因此，管理人员谁也不能迟到。 
        褚时健说话不喜欢婆婆妈妈说一大堆，他喜欢简洁，抓重点。有时开会，有人娓娓而谈，说套话
，他不爱听，就打断那人的话。他喜欢实际。“他的性格决定了他闲不下来，我们受他影响，没事干
也会觉得心慌。”员工说。 
        褚时健好飙车。他的司机是原来在红塔就跟着他的。每次来果园，一般开一辆凌志。虽是盘山路
，但开得极快。据果园员工说，他们年轻人坐着都晕，但是褚时健不晕，还觉得过瘾。 ——《东方企
业家》 

* * * * * * * * * * * * 

        听说褚时健要种橙子，几个有钱的朋友要借给他钱，褚时健说万一我失败了怎么办呢？朋友说，
失败也没有关系，我们相信你。2009年，这些债务全部还清。
         褚时健的朋友真心相信与佩服褚时健的为人。与褚时健交情多年的老友何兆寿回忆，褚时健入狱
后他去看望过8次，每一次见到的都是乐观与充满力量的褚时健，现如今也80岁的何老几十年一直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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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为“老大哥”。“我们为什么相信他？我们看得到他这么多年的成果。” ——凤凰财经

* * * * * * * * * * * * 

         褚时健不爱见人，他解释是自己性格所造成：历来就不会求人，也不懂经营人际关系。他一直是
尽量躲人。这种习惯，已经维持了很多年。可是没想到，近年因为“褚橙”的名声在外，褚时健又开
始被迫抛头露面，这实在不是他愿意的。第一批“褚橙”上市的时候，尽管经销商百般邀请，他还是
只肯坐在汽车里露了个面就匆匆离开。不见外人，似乎已经成为他根深蒂固的性格。可是，总有许多
人期望能见到这位曾经轰动一时、如今还是不肯言败的风云人物。因为他身上折射的是最近30年中国
经济发展的种种有趣的、值得深究的变化。——《绿公司》

* * * * * * * * * * * * 

        折戟后，褚时健再现江湖，种起了橙子。
        有人戏谑地称，褚时健为“85后”，带着他耕耘11年的褚橙，东山再起。褚时健领着我们来到占
地2400亩的果园，看不出86岁可能出现的人生疲态。眼前是一条不必迂回往复就可走遍整个橙园的小
路。用褚时健的话说，这样的设计，是为了“不走回头路”。
         褚老说，种橙子的这10年，最难的就是水。为了寻找合适的水源，褚老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
用7年时间在2400亩橙园中修建了大小20个水坝，成规模的蓄水池就有8个，总容量超过20万立方米，
前前后后共花了近1400万元，终于保证整个橙园都用上了从国家森林公园石缝中流出来的水，即使在
最干旱的年头，也能保证水的供应。这些水都经过细沙过滤，比市场上的矿泉水还要好。——《南京
晨报》

* * * * * * * * * * * * 

        褚橙每年不出云南省就销售一空，这让周边很多农户也看到了希望。据悉，目前褚老的橙林
有2400亩，年产出8000-9000吨，而今年云南丽江等地也纷纷邀请褚老合作，并划出了2000多亩地，希
望褚老带着农户种橙子。 ——《京华时报》

* * * * * * * * * * * * 

        昔日的“烟王”已是地道农民模样：头发花白，微驼着背，白色的圆领衫松松垮垮，上面还沾有
泥土。不过，讲到橙子，褚时健立即来了精神，“思路变得很清晰，一点不像一位85岁的人”。
       橙子的收成最近几年也是一年比一年好，马静芬向记者透露，去年的总产量差不多是4000多吨，如
果没有这次的旱灾影响，今年的收成肯定要比去年还要好。在昆明的水果市场上，以褚时健名字命名
的橙子“褚果”因为颜色和味道上的高品质，销量特别好，仅一家水果超市从去年的11月初开始的不
到1个月中，就卖掉了17吨橙子。
        当初选择投资橙子，褚时健表示，他的弟弟以前也是搞水果行业的，从他那里了解了中国水果行
业的相关情况。“后来发现橙子含维生素多，吃了对身体有益，又容易储存，所以就下狠心种这个果
子。”他还称自己有着一颗想和美国的水果一争高下的心。——《每日经济新闻》

* * * * * * * * * * * * 

       “经历了那么多事后，你如何看待朋友?”听了这话，褚时健猛吸了一口烟说：“我在牢里的时候
，心想我70多岁了，以后能不能活着出去，出去以后又靠什么生活？后来，我弟弟来看我，带了他种
的橙子，我吃了一口，心想，味道还可以啊，要是能出去就种橙子吧。后来，得了病，身体状况很差
，再不出去看病，估计就死在里面了。出来后，就想找点事做，消磨时光。——《21世纪商业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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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勇者激扬》的笔记-丰收之年

                在经历十多年的成长后，果子终于迎来了丰收。

        2011年“云冠”冰糖橙产量8000吨，产值3548万元。

        2004年11月，经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监测，荣获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颁发的绿
色食品A级产品证书；2005年10月通过ISO质量体系认证；2009年“云冠”商标被认定为云南省著名商
标；2010年评为市级农业龙头企业。 

       谈起2013年的产量，褚时健告诉笔者：

       “今年还没结算，今年比去年多15%左右。”

      如今，褚时健与人谈得最多的，便是果园、果农。

       褚时健说：
       “我们做事的人，事做好了大家都有份，我们的这些果农，实际给这些一半的收入他们都会愿意
，现在他们每一年都会增加，他们都已经做出贡献了。他把事都做好了，时效出来了，所以现在很多
人都一家两栋楼出现在穷山村，一年10多万的收入已经算很好了。在农村农民土地亩产出很少，种甘
蔗，雨多了，一亩地能产三吨四吨；雨少了，能产一吨两吨，一吨还不止500块钱，就算平均三吨
，1500块钱一亩，但至少要花1000块的成本，一亩地就省500块钱，一家人一年5000块钱，但在我们这
至少能拿五六万、多的十万。经济发展的时候，大家受益，社会才会稳定。人，没有差距不行，懒人
就要出来。有差距，但是这种差距在人们的竞争中不公平的事太多，那没有这个公平和努力，把事做
好了，像我们好点的有10万，不好的有五六万，这种分配也是给他们提供公平竞争的条件。

        以前我们对政府那些领导都讲，他们认为给多了。我们说，他们不见得有多少，我家财政拿多少
、地方财政拿多少，你该给的基本要给，不然他的积极性会受损伤，不是说我这个政府给你两分钱就
说这个政府对老百姓关照。你作为政府的职责，你要给他们公平竞争的机会，他们努力了，说明我们
政府工作做好了，但是做得动不动就是感恩，人情就是用不完，你来了我日子才过得好，不是那回事
情。多少年，作为普通劳动的人，没有这个条件、这种能力的话就一辈子穷，政府有职责。”

        2012年10月底，“褚橙”首次进京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远在美国的王石在微博上留言:“巴顿将
军说过，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这条微
博被转发了近4000条，评论超过1000条。随后，徐小平、梁冬、杨锦麟、龚文祥、白云峰、龚曙光、
何力、老狼等各界精英人士纷纷写下微博，表达对褚时健的“敬佩与支持”。

         在玉溪的家中，笔者问起褚时健：

         “您原来做过烟，现在做橙，下一步打算做啥？”

         褚时健爽朗地大笑起来：

         “做不动了，年龄不饶人啊。我们现在呢，种橙子，差不多从栽培过程、固定是两三百人，再加
上后段的山坪处理，还有几百人，把他们的岗位算上，每一年算都有四五百人这样子，所以搞这个事
情花费了不少精力，现在是做不动了。那时才其实是75岁，现在80多岁，以前走路可以走四五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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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走四五百米都走不出去了。现在没精力做什么事了，这个规模两几年就设想的，现在把基础都做
好了，这个已经是轻车熟路了，做了十几年。现在口感已经很好了。”

         2012年，褚时健的3000亩“褚橙”成为当地最大的农场，年产橙子9050吨，产值7800万元，实现利
润近4000万元。2013年“褚橙”产量预计1万吨（年初已全部订购完），产值8000万元。可实现利
润4000多万元。

         2013年，褚橙在各地销售火爆的情况，可以通过一些新闻报道略窥一二：

         《南方都市报》12月5日报道：
           上月5日起，几乎每隔一天，就会有一辆货车从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分界线——哀牢山出发，
翻山越岭抵达广州。车上拉着的是20吨云南特产的冰糖脐橙，又名褚橙。

       然而这样的场景顶多只能维持到本月15日。“广东断货断得很厉害”，褚橙授权电商平台本来生活
网CEO喻华峰说：“珠三角企业家对褚橙认知非常高，听说我们来了，纷纷来团购。”

       与旺盛的需求相比，褚橙的产量还远远无法满足。每年10月底，褚橙开始丰收，哀牢山的农户们随
即进入繁忙的采摘季节，11月底采摘结束，整个销售周期也就随之告一段落。

         今年褚橙总产量1.1万吨，但只有1500吨供给电商。其中，广东8个城市仅获得500吨。但这500吨来
得也不容易。目前，褚橙生意主要由褚时健的外孙女婿，新平金泰果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亚鑫打理。
他告诉记者，以往褚橙几乎不出云南便销售一空，所以褚橙在广东的知名度还不够高。但褚橙味道甜
中略带微酸，非常适合广东人喜甜的口味，“今年不管怎么说，一定要给广东一些量”，褚橙这才进
入广东市场。

       《成都商报》11月2日报道： 
        今年褚橙上市前，i有机网征求大量机构和关心褚橙的消费者意见，因去年大量消费者没有能订购
到褚橙，希望成都市场上能争取更大的供应量。i有机网负责人透露，褚橙的供应量难以增加，但今年
第一批采摘的褚橙将会供应到成都，蓉城消费者会是第一批尝鲜者，可在i有机网上直接下单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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