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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28年，民和牧业的成功镂刻着董事长孙希民的脚印。企业的每一次选择与成功，都饱蘸着孙希民的智

慧、坚韧和沉甸甸的责任。

一个海边小城家畜改良站的站长，没有什么政治背景，更没有什么地理优势，却带领企业成为行业内

首家上市公司，最终与世界养殖最前沿比肩。他所走过的这一路，处处写着两个字：引领！

“一花独放在社会上有什么作用？”孙希民说，他就是要在没有路的地方趟出一条路来，引领整个中国

畜禽业不停地向前再向前。

走进民和牧业(中)：发展篇·引领
●

民和之路的三步创领
养鸡养出中国家禽业第一个上市公司
文/王赟

王赟

在民和牧业的总部，这
个 1 9 8 7年盖起的老办公楼
里，在民和牧业的几十个养
殖场区，随处是年轻人充满
活力的身影。

“很多年轻人对养殖业比
较排斥，我们招工也很简单，
就要那些认可这个行业，也想
干点儿事的人，喜欢才能干
好。有位朋友想介绍孩子来我
这里，可是孩子一心想考公务
员，我就告诉家长要尊重孩子
的意思，千万莫强求。也有的
孩子学历不高，但看好这行，
我就鼓励他，学历再低也不
怕！”孙希民说。

在孙希民的心里，从1987

年盖起蓬莱第一个全装修办
公楼，到现在花数亿元建民和
生态园养鸡，都是希望给年轻
人创造一个好的工作环境，也
是想让年轻人对现代畜牧业
有个全新的认识。山东畜牧界
的不少前辈都清楚地记得，在
办公楼建起来后的数年内，每
到新生入学，莱阳农学院就会
带学生前来参观。20多年来，
这座楼激励了无数年轻学子
投身畜牧行业。

“包括我儿子上大学之
前，内心里也不一定乐意跟我
干。后来去北京读大学，学了
农，有了兴趣，他自己就钻进
来了。”孙希民说到这里，不由
自主地笑了。他的儿子孙宪法
刚过40岁，公司董秘也是三十
来岁的济南人，毕业后没回省
城，选择了民和。

“重视人才、培养管理梯
队、大胆给予其发展平台，对
我们这种民营企业非常重要。
现在，民和的新一代管理层学
历高、见识广、有想法、年富力
强，原有种鸡等主业稳定、管
理团队基础扎实，未来，整个
产业延伸发展起来，就会稳
健顺畅。”对于年轻人，孙希
民有一点看得很清楚，“刚毕
业的年轻人到了公司，适应
工作、结婚生子，大约要三年
左右，不太可能给公司创造
多大效益，这就要求公司不能
着急，要有足够的耐心养人留
人。等他们定了型，才会有一
个大发展。”

不过，现在年轻人的观念
也在改变，这让孙希民感到欣
慰。“我有一个同行朋友，把宝
贝女儿送到国外学营销。前两
年，朋友提出让女儿回国帮他
管理企业，我就劝他，不一定
非要让子女接班干养殖业，干
养殖太苦了，不要再苦了孩
子。结果，没想到，朋友的女儿
并没反对，并且干得不错。现
在，她遇到养殖上的事还常跟
我商量，她说，一开始也不适
应，试了一段时间后觉得自己
学的营销能帮到父亲，对公司
的进一步发展很有帮助，就很
乐意干这行了。”

因家境困难，孙希民初中
毕业后没有读高中，1965年被
老师推荐去莱阳农学院学习。

“去了才知道学的专业是给马、
驴等大家畜配种，不太满意，但
上学总归能学到些实务，而且
每月还有24.5元生活费。”

“ 我 最 初 的 工 作 是 给
马 、驴 等 大 家 畜 配 种 。”后
来，孙希民成为蓬莱家畜改
良站站长，领着几个人养着
十几匹马搞马、驴等大家畜
的品种改良和人工授精。当
时，马的冻精解冻一直不成
功，孙希民下大力气琢磨这一
点，终于有了大突破，1981年，
烟台六个县推广孙希民的
马、驴冻精配种的模式，次
年全省推广，到1983年时已
推广到全国，一下子，蓬莱
家畜改良站远近闻名。

回忆这段岁月时，孙希民
说，当时，刺激他干出名堂的
原因是许多人看不上畜牧兽
医这个工作。

然而，好景不长，到1984
年下半年，孙希民发现冻精销
量一下子降了一半。一调查，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分田到户
后，农民养不起大牲口了，纷
纷处理掉马、驴之类，小型农
机发展起来。

“我感到这个行业不适应
国家大形势了，就开始寻找新
的产业机会。”回忆着20多年
前的事儿，孙希民记得很清
晰，“当时国家急需外汇，很多
农产品是出口导向型生产。而
国内，人们靠改革开放吃饱饭
之后，对肉的需求肯定会大幅
增加。养猪牛羊的生产周期都
太长，我就瞄上肉鸡养殖，当
时从美国引进的这种大型白
羽肉鸡是65天出栏，还达不到
现在的42天，但比牛羊猪短多
了。”

于是，孙希民挑头，决定
筹借28万元带领畜牧兽医站
的人办养鸡场。那时全国范围
内搞规模化肉鸡养殖的没几
家，国内吃鸡肉鸡蛋还是靠传
统散养，一般人家只有逢年过
节才能吃上肉。

孙希民怀揣他的“养鸡
梦”到处游说，终于得到各方
面支持，投建了全国第一批规
模养鸡场。“那是1985年，一开
始不会养。鸡场进了5000套种
鸡，在路上就死了1800套，是
因为怕小鸡冷，包得太严实，
反倒把鸡热死了，接着又补了
1800套。”靠着一股子钻劲和
不服输的倔劲，孙希民的团队
到了1987年盈利即超过百万。

1990年，上级批准由蓬莱
县农业局设立农业部山东蓬
莱良种肉鸡示范场，性质为国
有企业，经营范围为饲养祖
代、父母代肉种鸡，销售父母
代肉种鸡、商品代肉鸡。由孙
希民带领的这个养鸡场升级
成为农业部属下项目。

记者首次到民和牧业时，民
和股份刚举办了上市五周年庆
典晚会。

“成为国内肉种鸡行业首家
上市公司，可以说是圆了民和人
的一个梦，也是圆了我个人对这
个行业的梦。因为通过民和股份
上市，人们会对养鸡业、对现代
中国畜牧产业有一个全新的认
识。但这绝不是我个人的终极梦
想！”面对记者，孙希民表达的却
是另一种情怀。

孙希民记得公司成立之初为
了20多万元的一笔资金，不知吃
了多少闭门羹。“资金问题的背
后，是金融界乃至社会多方面对
农业企业、畜牧行业的不认可。”

“我一直有上市的想法，上
市可以把一元钱当十元钱用。民
和股份IPO时市盈率13倍，上市
首日开盘上涨211%，应对各类风
险能力大大提高；上市改变了金
融界对企业的看法，各种渠道融

资都方便很多；上市让上下游企
业、特别是消费者对我们的产品
有信心；上市后社会监督利于完
善管理。”孙希民直言。

五年前的招股说明书上记
录着民和上市之前三年的公司
业绩，2005年至2007年，产品综
合 毛 利 率 由 1 5 . 1 5 % 上 升 至
24 . 25%，营业收入由4 . 05亿元增
长至5 . 64亿元，净利润由3760万
元增长至8911万元。2007年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42 . 66%，净利润同
比增长114 . 22%。

公司公布的2013年第一季
度财报显示民和牧业今年营业
数据不怎么好看，对此，孙希民
很平静，“养鸡行业每隔三至五
年就有一个大循环，这期间利润
率高起猛落，早在预料中。”

“一个企业不能只为利润而
存在，它更需要为理想而生产、
为行业而坚持。”在孙希民看来，
民和牧业的理想，正是要通过改
变传统的养鸡模式，成为行业标
杆，从而为争取行业定价权立
言。

“那是1997年5月26日。”孙
希民清楚地记得，这一天，蓬莱
民和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在蓬莱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
登记手续，营业执照上注册资本
为350万元。从此，国有“山东蓬
莱良种肉鸡示范场”成为历史。

改制的背后是市场逼迫。原
来，当孙希民等第一批肉种鸡养
殖场率先发展起来后，市场跟风
者尾随而上，结果，肉种鸡市场
饱和，至1996年时，肉鸡行情艰
难，多个全国良种肉鸡示范场项
目陷入困境。1996年3月6日，农
业部下文明确规定，今后示范场
的行政隶属关系和经济责任划
归地方，由地方自我发展。

“农业部的意思是，先前的
投资不要了，负债也不管了，原
定的投资也不会再给了，未来如
何发展需要地方政府决定。”孙
希民说。

断奶后的鸡场很快陷入经
营困难。“我提议改制，并且要求
一改到底。那个时候我不敢说
改到个人头上，虽然是个烂摊
子，但是一旦谁敢出头上去扛
这个担子，就会引起争议。然
而，如果不改，当时的体制下无
法找到资金，企业转不动，工资
发不出，拖下去只有等死。”孙
希民说。

1997年5月10日，蓬莱经济
体制改革委员会同意改制，将示

范场产权全部出售给内部职工。
孙希民带领50名职工筹集现金
2795775元，再加上示范场应付
其中22名职工的部分款项，他们
以总计3381824元的资产买下了
这个示范场。

“300多万元，现在看数目不
大，但在当时，行情不好，谁都没
有信心。”孙希民说，最终，他只
得四处借款挑起大梁。

一直到公司预备上市、登陆
资本市场时，孙希民还是希望当
年的同事鼎力相助。但是，对上
市这档子事，不少人都怕钱打了
水漂，在最关键的时候选择退
出。五年前的招股说明书显示，
那时，孙希民持股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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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和牧业董事长孙希民亲自给前来厂区参观的消费者代表讲解。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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