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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融道集团董事长马魁———

一一个个农农民民儿儿子子的的进进城城创创业业路路
农村小伙进城打拼，卖过水果、摆过地摊、还批发过烟

酒，善于动脑的他在企业融资中发现商机，最终成为济宁
最早的投资公司创始人之一，建起集投资、餐饮、农业项目
为一体的集团公司。他就是“农民的儿子”——— 易融道集团
董事长——— 马魁。

2013年1月，济宁易联中盛投
资有限公司与济宁市慈善总会签
订捐赠合同，认捐设立母本金总
额 为 1 0 0 万 元 的 慈 善 冠 名 基
金———“济宁慈善易联中盛爱心
基金”，每年列支6万元用于慈善
救助活动。

4月11日，易丰农业合作社在
任城区长沟镇开业后，理事长马

魁又来到了该镇回林村82岁的肢
残老人赵德荣家中，为老人送来
了多功能轮椅和生活用品。当看
到老人院子里还是泥土地面时，
马魁又出资为老人铺了水泥地
面，使老人能够坐着轮椅自由活
动；在微山县南阳镇，马魁和济宁
市慈善总会一起，为微山县南阳
一中、南阳中心小学捐助20万元

助学金，用于两所学校基础设施
的建设和改造……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现在
有条件了，就要回报社会。”采访
中，马魁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从设立百万慈善基金到捐助贫困
学生，从救助残疾老人到改善办
学条件，马魁用行动践行着自己
的诺言。

2000年，马魁看准了商机，开
设第三方金融服务平台——— 易联
中盛投资有限公司，成为济宁最
早的投资公司创始人之一。凭借
生意中积累的经验和踏实严谨的
性格，马魁的投资公司逐步成长
起来。随着生意越做越大，还先后
投资度假村、酒店，雪糕厂和湖产
品加工等企业，并开设了发展农
村经济、支持三农的农业合作社。

今年4月11日，任城区长沟镇
驻地，又一家农业合作社成立了，
入社农民不仅可以得到合作社统
一采购的化肥、种子等物资，产品
销售也由合作社统一完成，改变
了过去种植、销售一手抓的方式。

“成立这家合作社，就是为了让农
民聚在一起抱团发展。”马魁说，
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如果由
合作社统一采购农机、农资，一袋

化肥就能省20元，统一销售也更
有市场话语权。

“广阔的农村大有可为，尤其
是在国家重视农村的大背景下。”
马魁对下一步打算很清晰——— 发
展农业必须扎根土地。在微山县
马坡镇，马魁已经通过土地流转
拿到了600多亩土地，计划通过三
期操作，流转土地3000余亩，做为
一个生态种养基地。

5月8日上午，在易融道集团
董事长办公室内，记者见到了马
魁。易融道集团可能听起来并不
熟悉，可提起易联中盛投资公司，
很多济宁人都耳熟能详。马魁作
为易联中盛的创始人，目前集团
已经发展成为包括投资、餐饮酒
店、湖产品加工、冷冻食品加工、
农业项目等系列公司的企业集
团。而在十几年前，他还是一个怀

揣梦想进城打工的普通农村小
伙。

上世纪90年代末，马魁离开
了家乡微山县两城镇，拿着借来
的800元钱，独自来到了济宁。“当
时家里的条件在农村来说比较优
越，父亲反对我出来，但我想出来
闯一闯。”马魁告诉记者，他家里
有经商的传统，爷爷是乡里远近
有名的船匠，父亲有自己的制冰

作坊，利润相当可观，一家人的生
活比较优越。

来到济宁举目无亲，马魁先
从小生意做起。卖早点、卖水果、
开饭店、批发烟酒、经营煤炭……

“当时我做的面条很受欢迎，天天
有人排队来吃。”马魁笑着说，后
来开始搞烟酒批发和煤炭经营，
让他完成了资本积累，并发现了
周转困难企业融资中的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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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晋森

马魁近照。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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