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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赵河：

一一直直在在奔奔跑跑的的
“超级农民”

从农业实操到理念升华

著有《超级农民》一书

近期，杨赵河的《超级农民》一书已正式
出版发行，你可能会问：难道杨赵河作为一名
实体企业家，还是个作家吗？

是的，他可以称得上作家。
小学三年级便在国家级儿童刊物上发表

过文章的他，对于写作情有独钟。少年时期的
他文艺范儿十足，十四五岁时，为攒钱买心仪
的吉他，他跑遍济南大街小巷摆摊卖明星画。
三年部队生涯中，他担任部队军营文化电台
的主持人，在当地报刊发表过几十篇文章。退
伍创业后，却因忙于事业无暇写作，直到2007

年出去游学之后，他研究农业经营理论并陆
续发表多篇论文。

如今，他写文章不再凭着爱好或消遣，农
书《超级农民》的完成凝聚着杨赵河多年对农
业经营的心血，也是他为引领中国农业行业
迈向现代化而努力的真实写照。

说起《超级农民》这本书，他告诉记者：
“超级农民就是我的身份，我就是用农民的语
言叙述农民的事儿。”

在15年现代农业经验基础上，杨赵河对
现在农业结构变化作了这样的分析：当代农
民进城打工的民工已分成三代，60后为农一
代，这个群体打工就是为了从城市里赚钱回
农村养家；70后为农二代，这个打工群体进城
打工赚钱就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有的
回去了，有的在城里安了家；80后、90后为农
三代，他们或是打工者或是学生，来到城市后
他们却不打算回去。他说：“主要是他们回不
去了，靠那二亩三分地，已经不能谋生，一年
两三千块钱已经不够两个月花！”而这也产生
了一个问题：农村的土地谁来管理？

杨赵河为此用一本书———《超级农民》的
篇幅回答了这个问题。

退伍老兵

从搬运工到销售冠军

说到“退伍老兵”，最先联想到的
是“威武”、“刚毅”。初见杨赵河，是在
冬日午后，一个略显慵懒的咖啡馆里，
面前的他分外精神，符合记者对“退伍
老兵”的大部分想象，聊生活、谈工作，
不失幽默风趣的语言传递着他的亲
和、善谈。“和他聊天会很愉快。”记者
心里闪过这个念头，之后的谈话也证
明，记者的想法是对的。

“就从退伍之后说起吧。”杨赵河
笑着打开了话匣子。2000年，他退伍回
到家乡，第一份工作是在烟台一家饲
料公司“扛大包”。“就是搬运工，自恃
身强体壮，一天平均能搬30多吨，可干
了两个多月就累倒了。”杨赵河笑着
说，住院的一周里，他望着天花板反问
自己：“这是我想要的生活么？”那时，
他有两个梦想：一是当司机开车，一是
当销售员。病愈后，他从饲料厂的搬运
工调到了销售员岗位。“在一次销售例
会上，业务员都要说自己的销售目标，
我说一个月卖30吨时，老业务员们都
捂着嘴笑。”杨赵河说着，伸出手捂着
嘴来模仿。

新业务员被分配到的市场是济
南、德州等空白市场，杨赵河选择了老
家济南市济阳县周边的区域。“那年，
大年初四，我便骑着朋友的摩托车四
处跑客户了。”杨赵河说，之前的销售
网络都是县级代理、镇级代理、村级代
理，他为了撬动市场，打造“扁平网
络”，取消县级代理，让利镇级代理、村
级代理和养殖户，如此创举让他第一
个月就卖出了35吨，一年时间，他成了
公司的“销售冠军”。

带头致富

从分公司到农业合作社

“那时，我骑摩托车一天能跑300
多公里，鲁西北地区基本没有我没到
过的村。”杨赵河说，每次一出门就是
一周，摩托车上带着换洗衣物，住在乡
镇上五块钱一晚的旅店里。为了取得
养殖户的信任，他自学养猪管理知识，
写在画纸上，去村里给养殖户上课。

2002年，杨赵河买了一辆面包车，
第一年就跑了9万多公里，“三年就报
废了。”2004年换了辆轿车，第一年跑
了96000多公里。“销售员需要勤快的
嘴和勤快的腿，必须奔跑。”杨赵河说。

2005年，他的个人销量就足可支
撑一家饲料厂的销量。一个新的发展
思路在他心里慢慢酝酿。那一年，济阳
县对外招商引资，杨赵河和公司提出，
要在济阳建分厂。公司同意投资后，杨
赵河的分公司开始筹建，2005年建成，
2006年底就进入了盈利状态。

2007年，杨赵河想进一步扩大规
模，增加产业链上的养殖环节，便建成

了百事得百亩万头养殖基地，还成立
了山东省第一家农业养殖专业合作
社，带领300多人通过养殖致富。“要想
扩大规模，就必须站在市场最前沿，和
养殖户站在一起，成立养殖基地和合
作社，也是为了从产业链上带动发
展。”杨赵河说，当时提出了“五统一”，
即统一品种、统一防疫、统一管理、统
一饲料、统一销售，本想是领着大家致

富，可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饲料、猪苗
都是赊给老百姓的，可有些人偷偷把
猪卖了，不给钱，也只能是在发展中慢
慢摸索，择优合作。”

2005年和2006年光投资就花了
1500万元左右，“老百姓凭一己之力贷
不来款，我们就以公司和合作社的名
义去贷款，然后再给农民用。”2007年，
公司和合作社的发展都渐渐步入正
轨，杨赵河又在酝酿新一轮的发展。

涉足“大农业”

引领农业变革

就在紧跟农业形势、将事业越做
越大的同时，他渐渐意识到，自己知识
储备量不足将成为公司发展的短板。

“明显感觉能力不足，个人压力开始膨
胀，我也有了出去学习进修的想法。”
于是，杨赵河从2007年开始奔赴于全
国各地，参加一些MBA、CEO进修班。

“经过长期的学习以及对国外农
业基地的考察，眼界逐渐放宽。”2009
年，“大农业”这一新型的农业产业方
式引起了杨赵河的注意，从此他的工
作重心转移到对大农业的摸索。

为将理论成功运用于实践，在全
国成功开创了多个农业产业园区之
后，杨赵河也着手协助身边的朋友来
规划农业园区，并取得良好的成效。
2012年，见时机成熟，杨赵河做了一个
大胆的尝试——— 成立文化产业公司。
不同于以往的农业公司，它的运营范
围涉及到为农业园区做规划设计、管
理、托管等多个方面。

“全国范围内大多数农业园区仍
在继续进行简单的农业生产方式，而
它已不能满足现代化市场的需求。”杨
赵河说，大农业模式才是农业企业发
展的必经之路，他的公司也正是为普
及这一新型的农业模式。

杨赵河为从事农业的朋友做园区
指导，有些是免费的。他解释说：“毕竟
有些农民手里没有多少钱，包了一大
块地不知道怎么经营找咱帮忙，我也
就是动动脑子，动动笔，帮帮他们嘛！
毕竟都不容易。”

他本是农民子弟，深知农民之苦，
在以农业为基础成功创业之后，事业
越做越大，他对农业更是有了“越来越
喜欢，越来越爱”的感情。

为进一步帮助周边困难农户发
展，杨赵河随后在山东乐彩生态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旗下成立了一个名为

“乐农帮”的协会。作为一个助农产销
平台，“乐农帮”会定期举办论坛。论坛
上，会员尽情提出自己的烦恼。在“农
业三大难”中的“种不下”、“产不出”、

“卖不了”三个环节中，谁有困难，组织
均会竭力解决。“与其各地低头做事，
不如大家抱团取暖。”杨赵河说，就想
将山东省甚至全国范围内，所有搞农
业的朋友聚集到这个组织中，共享农
业资源。这样，大农业之路才能越走越
宽。

链接

来一次

说走就走的远行

说起2012年酷夏的那次远行，杨赵河依
旧记得每个细节。那天，杨赵河和女儿坐在客
厅的沙发上，你一句我一句地聊天。只听见女
儿一句抱怨：“哎，好久没出去玩了！”他问女
儿：“想出去玩了？”“嗯。”“那我们收拾东西，
马上出发。”“啊？我们去哪儿呀？”“先走再
说！”

就这样简单收拾了一把，杨赵河驱车载
女儿直奔济南西客站。“到了之后，把车找地
方停下，我和女儿走进西客站售票厅。”他说，
因为没决定去哪儿，他和女儿玩起了剪子包
袱锤的游戏，不是解闷而是为了旅行。

“一个代表南方，一个代表北方。后来北
方赢了，我们就坐上了去北京的高铁。”对北
京已不再陌生的父女俩，短暂停留之后，又坐
上了飞往呼伦贝尔的航班。“我们去过陌生的
村子讨饭，租车驾驶到中俄边境线上兜风，后
来我们又去了大兴安岭，在穿越大兴安岭时，
我们救了受伤的小松鼠……”

其实，从2008年开始，杨赵河每年都会有
三四次的出行。每次出行他都会带上女儿，

“我打算再出一本摄影文集的书，主要是记录
这些年的心灵体悟。名字都想好了，就叫《狂
奔的小黑》。”

对他而言，旅行和工作从来都是两不耽
误的事儿。比如今年10月，他赴中国台湾考
察，“黎明时刻我爬到他们农场的山头上拍日
出，吃过早饭之后我们就开始考察农场了。”

他从“扛大包”的搬运工
开始转型，一年时间做到“销
售冠军”，不到两年，个人销量
便可以支撑一家饲料厂的发
展。开办分公司、创办合作社，
自己致富的同时不忘身边父
老乡亲；四处学习、撰写书籍，
他想用“农民的语言”分享自
己的积累和经验。他工作忙碌
充实，生活却不单调乏味，爱
好摄影、户外运动，也不时来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在别人看来，他是成功的
企业家，可他对自己身份的第
一认知是“农民”。从小对农村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多年积累
的原始动力让他根本无法停
止脚步，他就是一直奔跑在路
上的“超级农民”——— 杨赵河。

本报记者 高倩倩 赵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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