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可持续幸福生活”倡导者
┮当企业目标高远时，它的每一步也会走得格外坚实

┮二十多年来，银香伟业坚持走稳健路线，精耕细作，循环利用资源
本报记者 姚楠 李贺

一个外国人眼中的银香伟业：

环保与可持续

他们做到了

德国著名堆肥专家Fr an k

博士、加拿大作物营养与病虫
害防治专家Y o u n u s以及法国
种 植 病 虫 害 防 治 专 家 专 家
Ha s an博士……生活在曹县五
里墩的村民们，习惯了越来越
多的外国面孔，“他们是银香伟
业请来的专家。”

五里墩如何能够吸引世界
各地的专家来到这里？优越的
环境与丰厚的回报？都不是。

以 色 列 人 H a n o c h
Rab in ov i t z三年前来到银香伟
业，一直为该公司做咨询服务，
每个月他都会坐飞机专门从以
色列来到五里墩。在他的眼中，
这家企业的理念能够让他产生
共鸣。

Han o c h R a b i n o v i t z本以
为，银香伟业的基本发展模式
应该是快速发展，然后抓住机
会迅速地上市套现，这是国内
许多企业的运作模式。可是事
实恰恰相反，银香伟业没有着
急扩大规模、寻求上市机会，而
是从土地开始精耕细作。

坚 持 可 持 续 性 的 有 机 共
生经济模式，是银香伟业二十
年 来 所 做 的 事 情 。H a n o c h
R a b i n o v i t z告诉记者，非常难
能可贵的是，这是企业从内心
里自发的一种行动，他们并没
有 拿 这 个 去 做 品 牌 包 装 和 宣
传噱头，他们的初衷不是为了
这些，所有的行为是自发的，
出于“始终如一为人类做健康
产业，追求可持续幸福”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

“ 让 所 有 人 可 持 续 的 幸
福”，在银香伟业这里，这不是
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他们做
了 2 0多年的事情，这种韧性让
有追求的人产生共鸣，也是外
国人要来到这里，并且留下来
的原因。

(本报记者 姚楠 李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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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标本解读之银香伟业

精耕细作，循环利用资源

在银香伟业一本绿色宣传册的封底右
下角，用中英双语印有“保护环境，使用再
生纸”的字样。

创立之初，“循环利用”就成为这家企
业的品牌基因，将每个环节的资源最大化
利用、循环利用被严谨认真地贯彻下来，并
成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的方式。

经过20余年的发展，银香伟业已将“循
环利用”渗透至源头：土地，在生产中，他们
让土地参与进整个产业链条，有机土地的
效益日益显现。经过改良后的有机土地，种
植有机牧草和中草药材，用以养殖高产奶
牛；奶牛所产牛奶，加工成有机乳制品，犊

公牛则加工成高档保健品；奶牛产生的粪
便，部分作为基料用于蘑菇的种殖，部分在
沼气池内发酵生成沼气；沼气产生的残渣
和蘑菇所产的菇渣生产生物有机肥，又能
改良周边百万亩土地；鲜牛粪还可以养殖
蚯蚓，其粪便用以培养花卉。

有机净土、有机种植、有机养殖、有机
产品环环相扣，在食品安全令国人分外担
忧的今天，银香伟业精耕细作的可持续循
环模式日益为人称道。通过他们对土壤进
行有机改良后生产的有机小麦，价格高达3
元一斤，即使这样，这里的小麦也成为洋河
酒厂等国内知名酒企争相采购的原料。

走稳健路线，先牧场后市场

与国内乳企纷纷收购散户奶源、在外
地建厂的做法不同，直到现在，银香伟业也
未在曹县以外的地区设立一家分厂，更严
苛的规定是，他们只用自己生产的牛奶。

“我们保证不从社会上收购一滴散
奶。”银香伟业敢于做出这样的承诺，底气
既来自完全自控的牧场，也来自稳扎稳打、
不激进的市场作风。

“许多乳企是先市场后牧场，我们正好
相反，先牧场后市场。”银香伟业科研项目
部部长邱立明说。银香伟业坚持以低温消
毒的巴氏奶为主打产品，这种产品的优势
在于保留了大部分的营养成分，但只有三
天保质期，对冷链运输有严格的要求，必须

当天送到用户手中。超市中最常见的是常
温奶，保存时间长达半年，但高温灭菌的加
工方式却破坏了生鲜奶中的全部生物活性
物质和大部分维生素。

在银香伟业，“超量养殖”是个严格贯
彻的原则，“打个比方说，如果生产加工中
要用100斤的生鲜奶，我们按照120斤的生
鲜奶产量进行养殖，奶源供应总量大于乳
品生产加工总量。”邱立明说。

因坚持而获得成功。在菏泽周边250-
300公里的区域的主打市场里，银香伟业占
据了70%以上的市场份额。随着企业获得
2011年“山东省省长质量奖”，银香伟业的
市场知名度和认可度进一步提升。

最近，山东银香伟业集团公司的几位
高层领导正在忙活着一件事：与两位来自
以色列的品牌设计专家商讨品牌战略事
宜。以色列专家认为，银香伟业最值得骄
傲的品牌不是某一种产品，也不是它的有
机农场，而是一种“有机共生经济模式”，
而这种模式不仅对菏泽、对山东，甚至对
整个中国的“三农”发展都有启示意义。

经过20多年的发展，银香伟业于2011
年获得山东省质量最高奖———“省长质量
奖”，默默耕耘多年后，公司的发展迎来了
新的机遇。

记者：现在许多企业都知道
要打造品牌，但是没有人能清楚
地解释品牌是什么，你认为真正
的品牌应该是什么？

董冰卉(银香伟业集团战略合
作伙伴以色列N o b i公司项目经
理)：在我看来品牌应该是一种自
内而外焕发出的一种光彩，而不
是一个包装，单纯的“品牌包装”
就相当于一张纸，做品牌是把企
业各个方面的故事，用宣传品牌
的方式让更多人理解，这个是企
业应该做的。

记者：银香伟业最有价值的
品牌是什么？

田忠红(银香伟业集团副总经
理)：银香伟业不是为了打造品牌
而做品牌，不是为了做产品而做
产品，而是在做一种健康的理念，
并积极努力。试图为子孙后代留
下一些东西，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银香伟业做的是良心产业。

我们的企业绝不仅仅是要卖
几袋奶，我们要把有机、人与自然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传播出去，让
消费者树立有机、健康的生活理
念，这才是银香伟业品牌传播要
达到的目的，通过产品，把一系列
的健康理念传播出去，这才是企
业真正想做的。

记者：如何理解银香伟业的
有机共生经济模式？

董冰卉：有机共生经济模式，
能够代表银香伟业的核心理念，
这种模式不仅在中国，在世界都
属于前沿。

许多专家和学者都提出了环
保与可持续，怎样去可持续，怎样
发展可持续农业，怎样面对农业
污染越来越严重的问题，银香伟
业做出了很好的探索与实践，他
们索取产品的同时，对社区、土
地、环境都要有回馈，达到一种有
机平衡，土地和人应该是一种和
谐的关系。

环保在这里不是纯粹的责任
和负担，在这里环保能够产生经
济价值，环保已经成为经济链条
中的一部分，只有这样环保才能
持续地做下去，而银香伟业所做
的则具有启示意义。

记者：在当今的市场经济背
景下，许多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
银香伟业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田忠红：企业要赚钱，但利益
最大化不是银香伟业最终目标，
银香伟业希望在发展中把遇到的
问题解决，它希望人们能够生活
的更和谐、更幸福。包含了一个企
业对社区的责任、对环境的责任。

银香伟业不仅做产品，更倡健康理念
本报记者 姚楠 李贺

银香伟业的“有机共生经济模式”，也被成为
“银香模式”。

食品篇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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