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起起看看龙龙虎虎山山的的““仙仙草草””扎扎根根特特地地庄庄园园
齐鲁晚报企业家联盟参观特地庄园，采摘有机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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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齐鲁晚报企业家
联盟举办第五次休闲活动，20
余位群成员来到山东高速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参观高效农业
生态庄园——— 特地庄园。该庄
园占地500亩，生产的高端果蔬
是济南市首家通过欧盟和美国
有机认证的有机食品。群成员
对 来 自 江 西 龙 虎 山 的“ 仙
草”——— 铁皮石斛格外感兴趣。
据介绍，该基地铁皮石斛种植
面积目前在省内最大，明年2月
即将大量上市。

12月5日上午，20余位群成
员在特地庄园集合，参观这个
占地500亩的现代化高效农业
生态庄园。该基地现有7000平
方米智能化温室，3500平方米
连栋温室、30000平方米日光温
室、11000平方米拱棚、1100平
方米组培中心、600平方米配送
车间及150平方米加工车间，年
产有机蔬菜220余万斤。

在组培中心，记者看到，白
色的货架占满了整个房间，一
个个透明的玻璃罐子整齐地摆
在上面，里面生长着植物的幼
苗。“有苹果砧木、大樱桃、草
莓、金线莲、白芨等近10种植
物。”山东高速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生产部主任逄建华介绍，组
培能提高种子的发芽率、实现
快速增殖。2013年，该公司从江
西龙虎山引进了野生的铁皮石
斛，经过一年的组培，目前已实
现大面积种植，占地约8亩，明
年2月即可大量上市。

现场，企业家们摘下一段铁
皮石斛品尝，“嚼起来会有点黏
黏的，越黏越好。”逄建华说道。
据悉，铁皮石斛对生长环境要求
特别苛刻，由于在野外是生长在
南方的岩缝、树上，所以对空气
和地质湿度要求较严格，逄建华

及同事还专门用树皮做苗床来
模拟铁皮石斛的生长环境。

随后，一行人又参观了草
莓、水果黄瓜、茄子、尖椒等蔬
菜大棚，并亲手采摘，边摘边
吃，享受新鲜、劳动的乐趣。“我
妈妈喜欢吃辣椒，我多给她摘
点”，同行的小朋友一句话逗乐
了在场人员。据介绍，“特地”高
端果蔬是济南市首家通过欧盟
和美国有机认证的有机食品，
完全遵守欧盟和美国标准，生
产环节不施化肥，施用有机肥，
不施用化学农药，采取物理防
治与生物防治。

据山东高速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董事长田相学介绍，近年
来，该公司全力推进农业产业化
经营，积极推广农业高新技术，
农业产业化经营链条不断延长，
经济效益不断提高。2012年，该
公司被济南市政府授予济南市
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济南
市都市型农业园区和济南市菜
篮子工程十佳配送企业。
文/片 本报记者 王颖颖

比干货更有力量的

是文化

很多去日本参观的企业家,
最想要的是干货。窦大海说,“就
是那种拿来就能用的东西。”但
一路走下来,“虚”的东西多,这些
被参观的日本企业,你想去看他
的流水线,但人家却带你参观企
业美术馆、博物馆,谈儒家文化、
谈利他……

“看着虚的东西,实际上很实
在。”窦大海坦言,他从日本回来,
首先想做的事,是要把“文化的东
西落实到自己的企业中去”。

这是他最后一天参观京瓷总
部的感受。2010年,稻盛和夫受日
本政府之托拯救日本航空。头3个
月,这位80岁老人一直在做的事,就
是不停地找员工谈话,让每一位员
工时刻牢记自己要做什么,公司要
做到什么。

稻盛和夫以零薪酬出任已
破产的日本航空董事长之职以
激励员工,把人心凝聚起来后才
推出一系列重建计划。

窦大海的这个感慨也许和他
本身经历有关。2007年,窦大海在
央视《赢在中国》中一战成名,拿下
700万创业基金。现在,他的快餐盒
饭项目已经是第四个年头。窦大海
坦言,这个项目前三年都亏着,今年
才持平。在互联网烧钱拼用户的时
代,这个速度不算快。这个时候尤
其要坚守初心,把产品做好,首先要
凝聚员工的精神斗志。

家族企业靠什么穿

越低谷周期

东京商工研究机构数据显
示,日本超过150年历史的企业达
21666家之多,历史最悠久的金刚
组创立于公元578年。现在,国内
经济处在下行期,很多中国老板
到日本来,就是想探究这些能够
活100年、200年、300年的企业,穿
越低谷周期的能力究竟是什么?

窦大海注意到,这些百年企
业大多数是中小企业和家族企
业。在早稻田大学,他们见到了在
这里学习的冈田才香。这个20多
岁的女孩是冈田糖源乡会社第
11代传人,这是一个有着240年历
史的手工蔗糖制作家族。

这些家族企业为什么受经
济周期影响小呢?同场交流的早
稻田大学东出教授认为,当企业
大到一定程度时,仅靠家族的人
无法控制,这时现代经理人作用

就得到体现。而家族企业优势主
要体现在经济下行时期,职业经
理人对企业缺乏忠诚度,这个时
候他们会另择平台；而经济下行
时也是孕育机会的时候,职业经
理人不敢冒风险,但家族传人在
责任感驱使下,敢于冒险。

“他们现在还是纯手工制作,
企业一共20多个人。”窦大海认
为,这些家族企业手工制作,产能
有限,也就不会在全球范围销售,
经济波动对他们影响很小。就这
个手工蔗糖制作企业而言,幸亏
没有做大。二是家族传承的这种
责任感促使他们踏实做产品、做
实业,坚信“好东西不愁没人要”,

“不做大,求长远,在500强和500
年之间,他们选择后者。”

国内很多企业的普遍心理是,
走不通的时候就希望赶紧转型。而

这些长寿企业都是实实在在做产
品,不逃避,不放弃。这些文化上的
东西,轻易是学不会的。

为什么花王代理权

这么难拿

在日本参观花王株式会社
时,正逢国内“双十一”购物狂欢。
花王历来是天猫母婴类爆款。在
这之前,有国内电商找到花王想
合作,结果被拒绝。

现场有人问,既然花王的产
品在中国很畅销,而且很多人买
到假货,花王为什么不愿意与国
内正规电商平台合作?

花王方面的回答令人意外。一
方面,他们表示花王的产能无法满
足电子商务的需求,但他们也不会
轻易扩大产能。另一方面,“我们也
是为了保护合作伙伴的利益。”

这种态度和国内企业大不
一样。国内企业往往一见销售额
上升,马上会扩大产能。窦大海认
为,日本企业之所以谨慎,和这个
民族的危机意识很强有关,做一
个决策非常谨慎,这种特点会导
致他们保守,错失商机,但同样也
避免了不必要的失误。

而花王对长期合作的渠道
伙伴的看重,恪守商业信用的态
度也让中国老板深有感触。这样
的企业不会利字当头下,做侵犯
代理商权利的事。其实这本是国
际通行的商业原则,不光是花王,
很多国际品牌非常看重稳定代
理商,不会因为一时利益或销售
额,随意更换代理商,损害长期合
作关系。这也是很多国内电商企
业想不明白的地方,为什么那些
国际大牌的代理权那么难拿?为

什么他们有钱不挣?

7—11 :用10年试点

“+互联网”

日本零售业在互联网时代
的战略转型探索,也是窦大海关
注的重点。他发现,日本的电子商
务并不发达,那是因为日本的零
售业很发达,需要什么上下班路
上就可以在便利店买。

现在,日本零售业开始研究线
上线下结合。以日本零售行业巨头
7-11为例,7-11从2001年开始思考
谋划线上订单、门店取货的销售模
式,2005年拿出一个店做试点,用了
10年时间打造了第一家盈利店铺,
今年开始全面推广。

7-11每一个门店都是自己
的,“它是在有着非常完善的产品
和服务情况下 ,才去做‘+互联
网’的 ,而且用这么长时间做试
点,不断改进服务。”窦大海把7-
1 1的触网路径称之为“ +互联
网”。“究竟是借助于线上平台去
整合线下分散的商家更容易成
功,还是依托于强大的线下零售
体系实施互联网化改造更简
单?”窦大海在访日感悟中写道。

“国内到处都是O2O,但是真
正实现效益的有几个?”窦大海
说,像一些外卖O2O,精力都放在
线上,再烧钱拉用户,到底哪个根
基牢固?

“日本的这些经验,目前放在
中国行不通。”窦大海说,因为中
国目前的商业环境不行,但互联
网的平等和开放终究会倒逼企
业走向诚信。在公平竞争的商业
环境下,最终活下来的,还是产品
过硬、服务优良的企业。

齐鲁晚报企业家联盟是
由齐鲁晚报发起，齐鲁晚报
客户、与齐鲁晚报关系紧密
的企业及省内优秀的企事业
单位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
会团体。兖矿集团、西王集团、
东阿阿胶、卓创资讯、开创集
团、山东高速等300多家企业
及相关协会、学术机构成为
首批会员。联盟致力于为山
东优秀企业和企业家搭建舆
论宣传平台、思想交流平台、
合作共赢平台和公益活动平
台,为联盟内企业提供新闻宣
传、政策咨询、学术顾问、广告
创意、活动策划、市场营销、文
化建设等各类服务。

齐鲁晚报企业家联盟成员在特地庄园门前合影留念。

联盟企业家们参观铁皮石斛种植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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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山东企业家的日本游学感悟

做做““550000年年””还还是是““550000强强””

本报记者 王颖颖

刚刚过去的一周,山东松乔餐饮公司董事长窦大海和十多
位山东企业家去日本游学,参观丰田、松下等企业。每天晚上回
到酒店,他会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自己的感悟。

窦大海在京瓷总部稻盛和夫照片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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