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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落落榜榜学学子子到到跨跨国国老老总总
——— 记李三军与他的塑料填充改性之路

执著和不服输

是成功的良药

生活中，总有一些人遇到挫
折就选择了放弃，有时，可能我们
再坚持一下，就能成功。在与李三
军的交谈中，他不断重复：“年轻
人，一定要有韧劲，要有不服输的
精神。”

李三军自17岁开始养成写日
记的习惯，30年过去，一天也没有
落下过。李三军说，他的身边必须
要有书，无论车上、床头还是办公
桌上，总会有一本喜欢的书。一天
不读书，这一天就不踏实。

如今，李三军已是3个孩子的
父亲。“我的3个孩子都十分爱读
书。”李三军说，读书能够帮助孩子
对自己的人生有个好的借鉴作用。

“创业的过程是艰苦的，试验
开发更是十分枯燥的。”李三军
说，创新研发，好多时候没有榜样
可以学，不是仿造别人，不是一天
两天就能成功的，这可能需要很
多年，但只要你有远见、有自信，
你就离成功越来越近。

李三军说：“现在有些年轻人
越来越浮躁，总欠缺一种执著。希
望年轻人能通过我高考落榜后自
己爬起来、走出来的过程，对自己
的人生有一个良好的规划，这包括
自己走什么路、如何发展自己。”

要树立适合自己的具体目
标。如果李三军当初选择在家种
地、学手艺或干建筑，他可能不会
有今天的成就。而作为年轻人的
我们，要永远将执著、不服输的精
神印在骨子里，让这一剂良药在
自己的人生中发挥极大的作用，
直至成功。

李三军是济阳县垛石镇唐
庙乡人，1985年到1988年于济阳
县第一中学就读高中。虽然非常
努力，终因外语基础太差，导致
高考落榜。“当时农村的孩子极
少读高中，绝大部分初中毕业就
回家务农，十七八岁就结婚生
子，重复父辈们的生活方式。”

“当年东北及南方地区大
面积开发，干建筑的收入比较
可观，但我觉得这份职业并不
适合自己。”李三军说，做这些
只能走别人走过的路，所以永
远追赶不上别人，他不甘心自
己的书白读了。

经过短暂彷徨，李三军开始

尝试各种行业。“我贩卖过服装
和玉米、养过鸡、做过物资回
收。”李三军说，他曾跟济南军区
陆军后勤养鸡场的技术员学习
过养鸡技术，后来养了两年鸡，
年收入万余元。

“一次偶然的机会，听朋友
说做物资回收很赚钱，于是便
改了行。”李三军说，自己当年
十分幸运，赶上1991年、1992年
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废旧钢铁
等各种物资纷纷涨钱，自己因
此也获得了十分可观的收益。

“一年能赚3万余元。”李三军经
过粗略计算说，相当于现在的
50万元左右。

李三军，济南大华塑料加工厂和济南天海任行进出口公司董事长。1988年高考落榜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李三军接触了塑料布回收，从此与塑
料结下了不解之缘，致力于塑料改性研究。如今，他的济南大华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已经跨出国门，将产品推向国际市市场。

白手起家
——— 苦寻人生支点

本报记者 杨擎

变废为宝
——— 塑料颗粒生产越做越强

据了解，1993年左右，受当
时全国经济衰退的影响，各种
物资价格急剧下滑。李三军注
意到废旧塑料布已无人回收，
到处堆积如山。“以往塑料布能
卖到六七角钱一斤”，忽然一下
子下降一半多，还是无人问津。

李三军看准商机，开始大
量回收废塑料布，并囤积了很
多。“当时交通并不发达，去章
丘要坐船渡过黄河。我便骑摩
托车到章丘白云湖废品回收市
场学习他们的分类技术。”李三
军说，直到有一天，自己遇到一
名天津人在此拉废塑料，便主
动与人家搭讪随货车去了天
津，并利用一周时间学会了废
塑料加工，同时结识了一名温
州的客商。

据了解，李三军学习的废
塑料加工，是将废塑料布加工
成可直接利用的原料——— 塑料
颗粒。“大家将塑料颗粒归为污
染品是不对的。”李三军说，由
于部分企业为降低运营成本，
无序竞争经营，使得国家法规

将塑料颗粒生产划为污染行
业。实际上，废旧塑料本身不仅
没有污染，还是一座开发不尽
的宝藏。

1995年后，李三军将塑料
颗粒生产越做越强。“当年的产
销量很高，发展非常好，利润也
十分可观。”李三军说，比如一
吨塑料颗粒成本2000元，成品
塑料颗粒可以卖到4000元。“随
着塑料颗粒生产扩大化，我的
好多工人自己做了老板，济阳
县有22家塑料颗粒生产厂家为
我加工。”李三军说，他将货统
一发往福州、温州等南方发达
地区。

2000年前后，李三军带动
起整个塑料颗粒加工行业，实
现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但恶性竞争随之产生，李三
军说，随着生产厂家越来越
多，原材料不够用，部分厂家
片面追求利润，忽略了原材料
的选择和生产工艺的提高，使
得塑料颗粒加工行业出现了
连锁污染。

成功转型
——— 业精，傲视群雄

“我做生意有一个底线。”
李三军说，无论自己赚钱多少，
决不能给周围或者社会造成不
良影响。他意识到，如果废旧塑
料加工行业继续恶性竞争下
去，无论对社会、环境还是对自
己都没有益处，必须找到更高
层次的加工方法。当年之所以结
束红火的养鸡场，也是因为邻居
们苦于忍受夏天鸡粪的熏臭。

有一次，李三军看到一本名
为《塑料填充改性》的书籍。“当
时坐火车去福州出差，路上将这
本书拜读了两遍，发现这是一种
对环境很有益的塑料利用方
法。”李三军说，从那一刻起，自
己决定致力于这个新产业。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李
三军所做的都是当时没人做过
的事，就连设备也无处购买。

“为买设备，我走访了很多地
方，最后购买了一台类似的设
备，并从外地聘请技术员进行
改造。”李三军说，不知什么原
因，技术员研究了很久也不知
从何下手，无奈主动辞职。

后来，李三军寻求设备厂
家的帮助，厂家派来四五个师
傅折腾了一个多月仍没有结
果。无奈之下，李三军自己找工

人，反复拆装改造。“现在回忆
这个过程是十分艰苦的。”李三
军说，由于没有经验，自己和工
人只能反复摸索。虽然给出的
工资很可观，且管吃管住，10个
工人还是跑了一半。

“我很理解那些跑掉的工
人，因为他们都觉得没有盼头，
在没有清晰思路的情况下改造
一台机器，制造一种没有见过
的产品是十分枯燥和迷茫的。
当时只有我自己在外地见过类
似产品，在那本书上见过设备
原理和加工方法。”李三军说，
工夫不负有心人，他和剩下的
几个工人利用半年左右，终于
将设备改装成功，生产出合格
的产品。

据了解，塑料改性后的产
品，利用高科技手段服务于废
旧塑料的科学利用，属于新材
料行业，前景十分看好。“该技
术至今都是十分先进的。”李三
军说，进入新行业后，他把自己
当作小学生，经常一头扎进书
店，整日翻阅资料。同时，带着
特产遍访名家教授，帮自己指
点迷津。结合自己的车间生产，
反复试验总结，渐渐地他成了
行业小有名气的专家。

走出国门
——— 自信，天海任行

随着自己与企业的不断
提高，他得以经常与国内外的
业内专家进行技术交流。“在
不少专家看来，我是一名既懂
得理论、研发，也懂得生产、市
场的复合人才，因此他们对我
的意见比较重视。”李三军说。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
美国、欧盟等地受影响十分明
显。“由于中国多做实体经济，
受影响不大。”李三军说，但是
我国绝不可能独善其身，只是
相对发达国家稍晚一些。于是
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新的战
略方向：新产品、新市场。

李三军又投入近30万元，
耗费两年时间，成功研发出一
种新产品。“在此之前，中国没
有这种产品，都是韩国进口。”
李三军说，这是一种高级流延
专用材料，填补了中国此类产
品的空白。

“以尿不湿为例。”李三军
说，这种直接接触皮肤的产
品，进出口检测特别严格，要
求PH值必须为中性。厂家在

生产过程中，使用他们的产品
会大大降低生产成本，且面对
发达国家的检测完全合格。

“我们的产品在价格与质
量上都有很大优势。”李三军
说，同样的产品，韩国生产的
每吨需要2万元人民币左右，
他们生产的仅需1万元左右。

李三军利用自身技术优
势，已到泰国建厂销售五年，
稳占泰国同类产品市场的
60%。同时，巩固并扩大东南
亚以及非洲市场。“目前，主要
的精力放在柬埔寨，争取三个
月占领市场80%的份额。”李
三军说，发展中国家市场稳定
后，再开发发达国家。

“目前，我们产品的性价比
是超过韩国的。通过和韩国产品
的竞争，实现了自身产品的飞
跃，我对未来充满自信。”李三军
说，他已注册了济南天海任行进
出口公司，熟悉了进出口业务的
操作流程，希望可以服务于国
内企业，帮助大家将质优价廉
的产品推向国际市场。

记者手记

李三军(右)和中国塑料改性委员会会长刘英俊在泰山脚下合影留念。

李三军夫妻俩和3个孩子的合影。

李三军在曼谷机场拍照留念。

济阳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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