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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营，这座黄河尾闾的城市，曾引
以为傲的名片便是石油，“磕头机”遍地林
立，石油之城名不虚传。然而，“电线杆子比
树多”的“荒凉”也是曾经的现实。

在这方热土上，有很多有志之士为改变
“荒凉”费尽心思，只为故乡多增几分绿。苟
水民，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是成效卓然的
实践者。现在的苟水民是山东润松农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而8年前他却在深耕石油环
保行业，很多朋友包括家人都对他的“转行”
很不理解，甚至嘲笑他傻，放着赚钱的石油
环保公司不干，去干什么光扔钱不赚钱的种
树公司？

面对质疑，他内心却很坦然，那份对绿
色的挚爱让他义无反顾，他告诉朋友们，“做
工业，我挣了钱，受益的只有我和员工。而
种树，我可能挣不了很多钱，但受益的却是
乡亲父老，是我们的后代子孙！这是一笔看
不见的巨额财富，我愿意奉献在这方故土。”

披星戴月，风雨兼程。八年间，苟水民
从600亩的小林场起步，拓展成了四个林
场，一万余亩的绿色。在东营这片盐碱地
上，留下这片绿意，尤为不易。

但他并不满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如何既留下一片绿，又能造“富”一方
民，让林业在发挥生态效益的同时，又能产
生经济效益，他探索出一套全新的林下经济
新模式。

从石油行业转型林业——

“终于理解了‘塞罕坝精神’”

初夏的阳光，浓烈而不热烈。“西宋林场
是我梦开始的地方，必须要去看一看。”早晨
6点半，身穿格子衬衣、牛仔裤的苟水民驱
车来到位于垦利区西宋的林场。

苟水民是一位怀揣“绿色梦”的农民企
业家，“做油服十九年，我早就考虑转型，但
是怎么转，转啥？经过多方考察，决定做林
业，这也许就是缘分，我的小名叫广林，大
名叫水民，公司名字当中的‘润松’二字，寓
意用万亩绿林去滋润黄河入海口富裕乡亲
们，都与农分不开。”谈到做林业的初衷时
苟水民说：“当时的想法比较简单，我是个
敢想敢干的人，在2012年3月流转完土地，
4月26日就种上了树苗，如今，正好八年。”

万事开头难，苟水民给自己确立了一份
“咬定荒山不放松，任尔东南西北风”的信
念，他踏踏实实扑下身子加油干，在夏天
40°的高温下观察发酵池粪便发酵情况，在
林地沼液浇灌对比试验中，夜以继日地测量
苗木生长状况及盐碱地土质改良状态。为
研究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在地里一待就是两
个月，坚持每天观察记录害虫的生长趋势，
完善了一套有害生物防治时间表和建立了
一套森林抚育管理办法。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八年后的西宋林场，犹如森林“氧吧”，空
气清新怡人，走在林荫小路上，树冠如伞，遮
住了耀眼的阳光。苟水民心酸与自豪交织地
感慨：“这些树刚种时只是小拇指粗细、一米
多高的小树苗，当时，这个地方啥也没有，没
有电，我们搭着帐篷，中午啃着凉干粮就着咸
菜，我们的足迹踏遍了林场的角角落落。”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走在任何一
个角落，都是鸟鸣潺潺，有一对鸟还在一唱一
和地唱着情歌。西宋林场紧邻黄河，在林场
边缘，是一簇簇从黄河上游漂来安家的甘蒙
柽柳，苟水民站在柽柳树间，指向黄河对岸，
他为林场的“常住居民”着想，“每到傍晚，都
会有成群结队的鸟从黄河对岸飞来栖息，如
果这片林伐掉的话，鸟到哪里去安家啊！”

“这里不只有鸟，还有许多野鸡、野兔，
以后还会有更多的野生动物来安家。”苟水
民说：“我现在终于理解了‘塞罕坝精神’，只
有不懈耕耘、苦干实干，盐碱地也可以变成
林海，贫瘠地也可以荡起万顷绿洲。”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我很欣慰，今年终于有了盈余”

苟水民在创业过程中，遇到过许多困难
和障碍。

林业投入周期长、见效慢，做油服积累
的资金如水一般洒出去而难见成效。2015
年，苟水民意识到，种树卖树的传统林业发
展模式已然不适应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怎样让企业继续生存下去这个难题就
摆在他的面前。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难
题。“面对难题，我一方面争取国家林业发展
专项扶持资金；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林下种
植多种经营，通过林下种植的方式，缓解农
业投资周期长、见效慢的问题。”苟水民进行
了多种尝试。

2016年开始，由于传统农业过多使用
氮磷钾化肥，造成土地板结，微生物缺乏，土
地没有自我修复的过程。而润松公司搞的
循环经济，在2000亩生态示范园林基地内，
种植林下中草药1500余亩，食用菌200余
亩，畜禽养殖基地300余亩。

“可是，这些仍旧支撑不了林业的发展，
我看不到希望在哪里，这个事干还是不干？
不干，舍不得撒手；干，没有希望，进退两难。”
苟水民谈起如何破除困境时说：“我到北大、
清华、浙大等高校不断学习，希望有所收
获。机缘是在2017年1月份，我来到浙江安
吉，在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牌子下思考了几天，终于打开了思
路。”

“思路一转天地宽。”苟水民感觉要在
根本上转变理念，向生态要效益。怎么向生
态要效益？传统产业是种树卖树，现在是种
树不卖树，保住生态，向生态要效益，发展生
态循环农业。

浙江安吉之行奠定了润松农业未来发
展方向。苟水民积极寻求科技人才技术支

持。与中国科学院、山东省农科院、山东省
林科院签有长期战略合作关系，与中国科学
院联合设立“润松博士工作站”，与山东省林
科院共同成立产业联盟，与山东省农科院共
同建立黄河三角洲林下中草药材示范园区，
加大研发力度，促进林药发展，在北京农业
科学院技术指导下尝试高效绿色生态低碳
循环农业。

眼前的润松农业，形成了生态系统的良
性循环。“黄河入海口，盐碱地居多，中草药
板蓝根耐盐碱，非常适合环渤海的盐碱地种
植。板蓝根是国家药典公布的允许使用的
中草药，使用板蓝根养鸡养猪，畜禽粪便经
过无害化发酵处理以后作为肥料还田，增加
土壤有机质。采用‘仁本然’土地改良核心
技术，利用经过处理的改性碳和硅，结合优
质的有机制作为辅料，改善土壤的持水力、
透气性，为土壤微生物提供有力的栖息场
所，从而改善土壤团聚体结构，增加土壤肥
力，进而种植出富含微生物多肽、微生物酶、
多种氨基酸的优质玉米大豆、小麦等谷物，
使其营养更丰富、风味极佳，改善化肥造成
的土壤板结问题，让土壤做到自我修复。粉
碎的枝条和作物秸秆，可以做赤松茸的有机
质，这些有机质也可以改善土壤。”苟水民介
绍：“在肥沃的土地上种出大豆麦子，出的麦
麸再喂猪，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循环农业生态
链条系统。所出产的板蓝根鸡和鸡蛋以及
猪肉都不含抗生素，不光品质好、口感好，而
且营养丰富，要让大家吃得着、吃得起、吃得
放心。”

“独木难成林”——

“企业做两端百姓做中间
实现共赢”

如今的润松农业，是一家集生态公益林
场建设、种、养和休闲体验文化于一体，以林
下农副产品和耐盐碱苗木研发、集成农业技
术为平台，实现现代农林生产与第三产业相
结合的综合性公司。公司在东营市共有四
个林场，在垦利区有胜坨、永安、西宋三个林
场，另外一个林场在河口区义和镇王集水库
北，共计种植林木一万多亩。

润松农业于2014年7月被评为山东省
林业产业龙头企业。2015年8月被山东省
林业厅授予“山东省林下中药材种植示范
基地”称号。2018年被中国绿化基金会评
为《福布斯》中国荒漠化治理绿色企业榜提
名企业，2018年 12月份被评为“国家林下
经济示范基地”。2019年2月份被评为“山
东省观光苗圃”。这只是公司取得的部分
荣誉。

源于苟水民秉持的作为林业公司的社
会责任感，即使在企业发展的困难时期，他
也不忘进行生态修复工作，在沿海建立生态
修复示范区130余亩。为建立这片示范区，
他顶住了公司资金不足、沿海淡水补给不
足、地区偏远劳动力不充足的困难，积极改

善示范区土质盐碱性，一亩一亩的亲自挑选
耐盐碱树种，在不断的灌溉实践中建立了一
套沙土地灌溉节水办法，为盐碱地区生态修
复做出了贡献。

2015年，润松农业与山东省林业科学
院东营分院成立黄河润松高效耐盐碱景观
园林树种实验基地，针对盐碱地区生态建设
中存在的造林困难、适生树种缺乏等问题，
大力繁育、推广优良耐盐林木良种，套种适
宜林下的中草药，集成配套容器育苗、林下
经济、水肥一体化等先进实用技术，有效地
将现有林木良种进行汇集、示范，建立规模
化、一体化、标准化、现代化的示范基地，进
行大面积示范推广应用，对提高黄河三角洲
乃至山东省现代林业建设水平具有重要示
范作用。

“独木难成林”。 苟水民致富不忘乡亲
们，秉承“开发生态项目、造‘富’一方百姓”
的理念，润松农业充分发挥国家级示范基
地、省级龙头企业引领作用，带动周边村民
增收致富，助推乡村振兴。截至目前，已解
决当地劳动力1000余人，每年向农村缴纳
土地承包租金600余万元。

“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振兴。我想把
林地免费给群众，让群众按照我们的技术和
模式规范种养。企业做两端，科技研发和终
端销售，老百姓做中间，由原先的雇佣关系
变成合作关系，既解决了老百姓的就业，又
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企业的优势是科技
和市场，群众的优势是有劳动力，再加上政
府的推动，实现优势互补，形成一个完整的
产业链条。”苟水民说。

关于下一步的发展，苟水民信心满满：
“接下来，我们将做农产品的深加工，提高产
品附加值；与时俱进建立农产品直播带货
间，宣传推介我们的农产品；打造花园式、观
光式、体验式、亲子游园式现代农业产业园，
真正做到三产融合发展；力争在10年内实
现10万亩盐碱棉田土地产业结构调整，带
动1万余名当地农民就业，帮助部分农民实
现现代农业产业工人的角色转变。”

润松农业：留下一片绿 造“富”一方民

山东润松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苟水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