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州农化：三兄弟的创业传奇
优势互补、相互谅解、制度说话成为三兄弟成功的秘笈
见习记者 袁慧

俗话说，兄弟齐心，其利断
金。商战中尤其如此。

菏泽开发区曹州农用化学
有限公司创始人张学锋、张学
杰、张学军三兄弟已与朋友赵玉
敏、朱雨麦合伙创业18年，他们
是家庭中的好兄弟、商场中的好
搭档、生活中的好朋友。从白手
起家到年销售额5亿元、拥有4家
全资子公司，实现公司上市不再
是个遥远的梦想。

从创业之初，张家三兄弟与
合伙人就有明确的分工：张学锋
负责公司战略发展及技术指导、
张学杰负责内部管理、张学军负
责市场开拓及物流供应。优势互
补、相互谅解成为他们成功合伙
创业的最重要经验。

创业让亲兄弟成“合伙人”

1984年，董事长张学锋毕业
于山东农业大学，毕业后在菏泽
农业局工作，他并不甘心平淡的
工作和生活，工作中曾多次承担
农业局项目技术人员。“当时农
业局在南王店做大棚实验项目，
他就投资了一部分钱，去负责这
个项目，结果因为地下水质含盐
过高导致大棚农作物成活率低，
这是他第一次投资，就赔了很多
钱。”副总经理陈光华介绍。

“后来市政府倡导发展民营
企业，行政、事业单位还给保薪
留职，张学锋再也按捺不住。当
时农业局旗下有个小企业，他是
负责人，感觉限制太多，在1996
年，他就买下这个小企业，就是
现在曹州农化的前身。”陈光华
介绍。

“我大学学的是计算机，
1985年毕业后被分配到菏泽市
科技局情报所工作，应该说是借
着政策东风，我们兄弟三个还有
两个朋友，就讨论起创业这个话
题，之前我就有创业的意愿，也
不想按部就班地工作，我比较擅

长计算机，也了解企业经营，三
弟学军负责销售。合伙人之间要
优势互补、精诚合作、互相谅解，
这也是合伙企业长远必不可少
的因素。”曹州农化总经理张学
杰说。

头脑灵活、善于交际的张学
军充当先锋军的角色，负责市场
开发。随着公司发展壮大和业务
拓展，去年开始，公司开始涉足
菏泽市房地产行业，张学军转而
专门从事地产行业子公司运营。
一同创业的朋友赵玉敏、朱雨麦
作为公司股东，也有着明确分
工，目前赵玉敏负责销售，朱雨
麦则是农药事业部负责人。

从艰难起步到走向世界

1996年成立的曹州农化公
司，刚开始就确定用技术发展品
牌的道路，张学锋和公司员工大
部分都是技术人员出身，具有专
业技术知识。

公司发展初期，曹州农化经
过公司的技术研发，使得200克
叶面肥达到一大袋普通肥料的
施肥效果，然而公司研发出来的
新型化肥并没有得到农民认可，
产品推广遇到很大阻力。

“当时他们几个人就将化肥
拉到地头，农民不信任产品，他
就赊销，那时有人要一袋化肥，
他们都会将化肥送到农民地头
上，就这样他将近做了一年，赢
得市场考验和农民口碑，为新型
化肥“叶霸”打下一定名气，逐渐
打开市场大门。”陈光华说。

张学杰说：“公司正式起步
是从1998年开始的，两年的推
广让“叶霸”得到一定社会认
可，当时寿光做大棚，对化肥需
求量很大，我们是在那里将新
型化肥推向全国的。同年11月，
在广州召开的全国质保会议给
经销商提供参展机会，我们以

‘曹州叶霸，走遍天下’的广告

词在参展的众多人中留下深刻
印象，为我们企业产品走向世
界打下基础。”

2005年，曹州农化公司成为
国家科技部叶面肥技术依托单
位，是全国三家依托单位中的一
家。目前，曹州农化公司技术研
发中心与山东农业大学、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等科研单位紧密合
作，已完成国家和省级科研项目
28项，获得国家专利45项。

公司规章大于兄弟情

“在合作过程中分歧和矛盾
都是难免的，我是营销管理型，
张学锋是专业技术型，我们两
个的经营方式和思维理念有很
大差异，就公司发展方向问题，

我们兄弟俩各有各的看法，在
工程中争吵是家常便饭，争吵
归争吵，都是为公司利益发表
意见而已。在企业成立之初，我
们合伙人之间就根据所能预见
的问题制定了一个科学合理的
合作章程，其中就有针对这些
事情的解决方案。”张学杰说。

企业要想发展壮大，要想
寻求长久立足之地，在决策前
必须经过多方面考量，合作章
程里面列举了我们所能预见的
问题和作出的相应的对策，这
么 多 年 来 企 业 之 所 以 良 好 发
展，离不开先前的规定，和我们
合伙人之间的精诚合作与相互
谅解离不开。”

现在公司正在稳步发展中
积蓄力量，争取打好基础，朝着

上市的目标努力。在谈起梦想
时，张学杰说：“从老板到员工，
我们都有自己的梦想，梦想成
真就是成就成功，对员工梦想
的激励，企业来完成员工的梦
想。在成就老板与员工的梦想
时，企业同时能得到发展。”

“做实业就是脚踏实地，蓄
势待发，不打无准备之战，我们
有信心通过三五年的努力将企
业做大做强，走向上市。这是我
们企业的发展方向，也是我个
人的梦想。”

合伙人说：“有创业经验、
有技术、分工明确、合理的规章
制 度 ，公 事 上 不 谈 兄 弟 朋 友
情。”接受采访时，曹州农化公
司 总 经 理 张 学 杰 把 这 归 结 为

“亲兄弟合伙”成功的秘笈。

一阳国际：为梦想，无所畏惧
共同的爱好，让性格迥异的他们成为合伙人
见习记者 袁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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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是什么，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励志电影《中国合伙人》的热播，道尽了合伙创业的艰艰难，也让梦想和坚持
再次成为激荡起平凡人奋斗的火种。在菏泽，同样不难找到这样的合伙人，每一段创业史背后都是一个梦想与坚持的传传奇，无论起步时如何
艰难，怀揣创业梦想的伙伴们从未止步，梦想在坚持中越来越触手可及，周围的世界也在他们的追梦进程中一点点被改改变。或许他们的经历
没有电影中那么惊心动魄，却依然有故事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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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按

曹州农化股东合影，左起：赵玉敏、张学杰、张学锋、朱雨麦、张学军。(资料图)

三个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因为共同的健身爱好，
走到一起。为梦想，创业之初的他们几乎赌上全部身家；为
梦想，他们不惧烈日下的奔波；为梦想，性格迥异的他们相
互磨合、相互包容，他们见证了菏泽健身行业的起步、发展
与壮大，并在追梦的道路上，越走越坚实。

>>因喜欢所以选择

“这只是我喜欢做的事，并
不是我们的工作。”毕玉振从小
就酷爱运动，颇具天分，于是便
报读体育专业。现在，他是菏泽
一阳国际健身俱乐部的负责人
之一。

1999年，菏泽第一家健身
俱乐部开业，体校出身的他便
成为该家俱乐部第一个会员。

“在那里我认识了第一个合伙
人张谦，他和我一样经常出入
健身房，久而久之我们就成了
好朋友。”

“当时，菏泽健身产业刚进
入萌芽阶段，人们的健身意识
较为薄弱，在这种状况下，健身
俱乐部很难生存，第一家健身
俱乐部运营两年多就关门了。
我当时只是喜欢健身，虽然梦

想着能有成立自己的健身俱乐
部，但由于现实问题，并没有萌
生要走创业路。”毕玉振说。

2009年，在菏泽不断推进
实施全民健身的背景下，健身
走进百姓的日常生活，健身理
念逐渐深入人心。毕玉振说：

“由于十年来混迹于健身行业，
让我原有的梦想逐渐滋生，在
这个行业内有一定人脉积累，
对各方面都有所了解，觉得自
己既然那么喜欢，还不如就从
事这个行业，便萌生成立健身
俱乐部的的念头。”

“萌生念头后，感觉自己在
痴人说梦，没有实力，在正要寻
找合伙人时，偶遇张谦，因为相
同爱好，我们俩在此走到了一
起成为合伙人。”毕玉振说道。

>>为梦想艰难起步

“100万的启动资金，每
人需要出资50万，当时我手
里只有5万，借遍亲戚朋友以
及银行贷款，最终凑够50万。
健身房开业后，我被巨额债
务压得几乎窒息。为尽快还
清巨额债务，我必须把俱乐
部推向市场，让更多热爱健
身的人加入俱乐部。”毕玉振
说。

前期推广和营销，难倒对
经营和推广一窍不通的毕玉
振。“我和张谦都是技术型，对
健身教练干的活精通，但营销
和推广，着实让我不知该从何
下手。”

当时菏泽已经出现3家
健身俱乐部，竞争比较激烈，
如何做好营销是关键问题。

“自己不懂，就只能请销售公
司帮忙，黄国胜是西安一家
销售公司工作人员，是该公
司骨干，很年轻，有激情，且
具有经营管理的专业知识，
正是我们所缺的。经过多次

交 流 ，便 有 拉 他 入 伙 的 念
头。”毕玉振说，为此我常去
找他，久之便成为了朋友，经
过多次真诚的邀请，他终于
辞去了原来的工作，加入了
我们俱乐部成为了我们的第
三个合伙人。”

毕玉振说：“因为爱好、因
为梦想、因为友情，我们三个
不同年龄段的人，走到一起。”

创业初期的毕玉振是健
身俱乐部经营者、教练，同时
又是传单发放者。刚开业，人
手不够，三个人每天一大早就
会来到俱乐部，从打扫卫生、
接待会员开始，再到各大社区
去宣传推广。

“那时的确很辛苦，我组
织团队在烈日下，一条街一个
社区地去宣传去推广，发展会
员。”在别人还在单单从技术
硬件入手时，他们便意识到服
务的重要性。正是这份真诚，
不到两个月便发展了700名会
员，让俱乐部有了起色。

>>相互扶持走得更远

在这几年合伙经历中，毕玉振、张
谦、黄国胜三个合伙人像电影中一样，
形成稳定的“金三角”关系，在追逐梦想
的道路中，相互扶持。

“我们各自负责一块，都是平等的，
分管不同业务。黄国胜负责营销，我和
张谦负责技术和俱乐部的硬件设施以
及人员管理。我和黄国胜性格差异很
大，张谦同时还是我们的融合剂，他的
存在让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毕玉
振告诉记者，近几年，菏泽陆续开了很多
家健身俱乐部，陆续关门的也很多。一阳
国际健身俱乐部之所以在5年中稳中有
进，离不开合伙人之间的配合。

“自己的优势只是接触这个行业比
较早，对技术熟知，黄国胜熟悉经营，张
谦有成熟的接人待物能力，和他们合伙
能弥补自身缺陷。”毕玉振说，“我喜欢
和比自己水平更高的人合作，我能学到
更多东西。几个人合伙做生意，是否能
将生意做好做大，主要取决于创业伙
伴，我个人认为最好寻找水平比自己高
的人。现在市场变幻莫测，我一个人真
的无法应对，有他们帮我，我感觉轻松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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