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序

　　言
为提高全省农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增强农产品市

场竞争力、改善农村民生、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云南省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了发展高原特色农业的重大战

略决策。发展高原特色农业，在根本上要培养新型农

民，按照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要求，大力实施现

代农业后备力量培植计划，开展农业生产经营普及性、

引导性培训，提高农业规模生产经营者和农村社会管理

者的综合素质、生产技能和经营能力，促进现代农业生

产经营和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的快速形成。阳光工程农民

创业培训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帮助

农业规模生产经营者和农村社会管理者学会用新知识、新

技术和新的经营方式来武装头脑，更新传统生产和管理观

念，提高他们接受新信息、新技术和新生事物的能力，从

而实现以培训促创业、以创业兴产业，培育出一批创业农

民典型，发挥他们的典型带动作用，推动高原特色农业发

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阳光工程农民创业培训在我省实施三年来，以 “两

个五”为抓手，从抓好集中培训、创业设计、市场考

察、实践实习、创业发展五个环节入手，围绕种植、畜

牧、水产、农产品加工、农村服务等五大领域开展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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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培训创业农民３０００多人，基本形成了通过推进农民创

业培训激发农民实体创业，通过农民实体创业带动农民

就业，通过农民就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农

民创业是一项充满风险的活动，在创业之前通过接受较

为系统的培训，提高农民对创业风险的预判能力，是创

业成功的重要前提。当前，我省已经涌现出一批农民创

业成功的典型，他们在创业的过程中充满了酸甜苦辣，

现在把他们创业的经历通过案例的形式展现给即将创业

的农民，让农民对创业有更多直观认识，同时丰富创业

培训老师的培训内容，提升创业培训效果。我们编写

《云南省农民创业典型案例汇编》这本培训教程，从全省

筛选出了３２个农民创业的典型案例进行汇编，供各地在

开展农民创业培训时借鉴和参考。衷心希望本书的出版

对促进云南农民创业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由于我们的理论、政策水平有限，本书错谬之处在

所难免，敬请读者、专家批评指正。

孙海清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２·



目 录

第一部分

项目产品篇

小小豆末糖　闯出大市场

———通海斯贝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普绩的创业之路 ／２

跨领域创业谱新篇

———记江川天一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桥有 ／９

绿色养殖业给山区农民带来了希望的福音

———记虎跳峡生态养殖协会会长杨浩 ／１４

酸腌菜助家乡走上致富路

———记弥渡县建林绿色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建林回乡创业的

故事 ／１９

把干巴 “烧”成产业

———记瑞丽傣旺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黄海洲 ／２５

联盟发展　开拓市场

———云南鸣丰鹅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沐晓伟的创业

之路 ／３２

昔日 “打工妹”　今日 “菇老板”

———记宣威市汇丰食用菌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玉竹 ／３８

规模化种植　打造绿汀品牌

———记石林绿汀甜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梅为云


































 ／４４

·１·



第二部分

政策利用篇

竹林深处创业忙

———盐津津华竹产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仁杰创业事迹 ／５２

从打工仔到总经理

———西畴县土生金林果专业合作社总经理张玉周创业之路 ／５８

党的政策好　养猪事业忙

———记武定插甸鑫发基地创始人张学宏 ／６３

阿佤山上谋发展

———优秀佤族私营企业家肖炳华创业纪实 ／７０

规模化养殖走向致富路

———洱源县金河养殖场场长刘献明的创业历程



















 ／７６

第三部分

市场开拓篇

菜篮子里的商机

———马关县都龙来龙养殖专业合作社社长冯再金的创业历程 ／８４

市场靠规模　运作靠创新

———记丽江宏宇中药材专业合作社社长蔡文林 ／８８

“老祥云”成长三部曲

———老祥云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杨东林的创业历程

















／９３

·２·



云雾山中出好茶

———记昌宁雪兰茶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禹文超 ／１００

勤学实干兴业　求实创新发展

———记保山市隆阳区永昌牛奶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治全 ／１０６

以人为本　打造核心营销团队

———昆明圣魁农资有限公司梁大明的创业之路










 ／１１１

第四部分

技能技术篇

学习新技术　创业有保障

———马龙县马过河鑫乡食用菌种植加工示范基地创始人杨培根的

创业历程 ／１２０

因地制宜　走产业化发展之路

———记永胜县片角果蔬经济技术合作协会会长雷志洪 ／１２６

一技之长成就种菜大王

———访富宁县种菜大户任占文 ／１３３

励志点亮人生　创业成就梦想

———记镇沅县振太乡文索村养殖场罗正林的创业之路 ／１３７

靠执着成就的 “兔子王”

———记宜良县狗街镇民旺兔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跃东























 ／１４４

·３·



发展循环经济　提高养殖效益

———记普洱市继舤养殖场场主王继舤的创业之路 ／１５０

研发植物新品种　发展特色农业

———记昆明文生果业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李文生 ／１５６

发展知识农业　转变养殖观念

———沾益县天茂林牧有限公司创始人桂宝清的创业之路 ／１６４

发展生态农业　带富一方经济

———记曲靖利民獭兔公司创始人何彬

















／１７１

第五部分

综合管理篇

平民商道茶飘香

———大理州斯须乐茶场总经理茶应明创业之路侧记 ／１８０

“实”属不易　 “家业”恒兴

———记昆明市广红饲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少清及其事业 ／１８７

重视创业管理　打造个性品牌

———锡伯龙农家乐创始人瓜尔佳·宝仓创业经历 ／１９３

风险管理　拓展肉牛产业链

———云南石林云昊农产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永云的创业之路




















／２０１

·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小小豆末糖　闯出大市场

———通海斯贝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普绩的创业之路

一、教学用途

本案例适用于创业管理过程中的产品项目选择和开发。教学目的在于帮

助创业者在已选择的产品项目中，明确如何打破常规，进行产品创新，更好

地满足消费者需求，获得企业发展的空间。

二、企业现状

多少年来，唯有少数蒙古贵族和社会名流方能享受豆末世家的完美品质

和传奇工艺；这里的甜蜜来得毫无理由，却又不由分说，因为它只属于云南；

原始风味，自然神韵，少几分新鲜，多一分真挚，生活原本就应该实实在在。

这是对云南省通海斯贝佳的最好诠释，也赋予了企业文化以浪漫传奇，多姿

多彩。

斯贝佳食品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物流、销售为一体的非公企业。

公司以豆末糖、绿豆糕、南糖、月饼等系列产品的生产销售为主，“斯贝佳”

牌系列产品已经畅销全省。三年前公司推出的 “豆末世家”系列产品已经顺

利进入了国内大中城市的高端市场及国际市场，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昆明等城市自建终端专卖，使得斯贝佳公司品牌形象得以快速提升；斯

贝佳品牌的中端价位产品，凭借其出色的产品质量和云南特色，很快便占领

昆明、玉溪、北京等城市各大终端卖场；而低端价位的土风品牌，其产品也

深度分销，全方位进行渗透。公司由创业之初的１０余人发展到今天的２５０余

人，产值由原来的 ３０多万元增加到今天的 ３０００多万元，年销售收入达到

２０００多万元，十年来各项经济指标翻了３０多倍。

·２·

云南省农民创业典型案例汇编



斯贝佳食品有限公司分生产中心和营销中心两大部分，以云南昆明作为

样板市场，云南玉溪作为根据地市场，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作为全国

重点市场，其中以深圳作为国内的营销中心。十年的艰苦奋斗， “斯贝佳”

已经拥有了包括巧克力豆末糖在内的１９项国家专利，主产品有六大系列５０

余个品种。目前，公司已成为同行业中品种、质量、品牌形象、生产规模、

销售规模首屈一指的企业。

因此，斯贝佳荣获２００１年７月第十二届新技术新产品博览会金奖称号、

２００１年９月中国市场信誉品牌称号、２００２年８月第十届中国专利新技术新产

品博览会金奖称号、２００３年取得中国新产品芦荟糕发明专利证书。２００２年其

各项指标居通海县首位，２００３年各项指标在玉溪地区居首位，２００４年各项指

标居云南省之首。并于２００４年获云南省消费者协会 “诚信单位”，２００５年获

“云南省著名商标”称号。

对于个人，董事长普绩生活中关心弱势群体、关注公益事业，共向社会

捐资、捐物达２９７８６０元。董事长普绩１９９８年１０月被评为通海县企业光彩之

星；２０００年３月被表彰为玉溪市三八红旗手；２００２年３月被表彰为云南省三

八红旗手；２００３年４月被选为玉溪市第二届政协委员；２００４年３月被评为通

海县先进女能手；２００６年被评为通海县优秀党员；２００７年当选通海县青年联

合会副主席；２００７年被评为玉溪市 “十大杰出青年”；２００９年２月荣获第一

届 “云南青年创业省长奖”；２００９年 ５月被团玉溪市委聘为 “青年创业导

师”；２００９年７月获 “云南省非公企业创业之星”；２０１０年被评为首届 “玉溪

十佳创业女性”等荣誉称号。

２００６年２月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区第一届政府推委会委员、香港繁荣

集团董事长陈玉书先生为公司注入资金２５万美元；２００７年陈玉书先生又主

动与斯贝佳合作，投资４９６５万元以筹建斯贝佳新工业园，斯贝佳现已成为中

外合资企业，也是云南省第一家有外资背景的食品企业。

三、创业背景

一个人的成功往往与其成长的经历和环境有关，创业项目的选择也往往

来自于市场的需求和个人所掌握的技能，这正是通海斯贝佳食品有限公司董

事长普绩创业成功的个人和社会背景。

·３·

第一部分　项目产品篇



（一）个人背景

通海斯贝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普绩，于１９７３年１月出生在云南省通海

县九街镇碧溪村三组，大专文化，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在她还够不着案板

的时候，就开始跟着外婆一起学做豆末糖，并最终得到了外婆做豆末糖的真

传。理想是指路的明灯。就从那个时候起，她就有了自己的人生理想：要做

世界上最好的豆末糖！２０岁以后，普绩遍访制糖名师，求教制糖技艺，手艺

日渐精湛。普绩于１９９１—２００１年间曾在通海兴德糖果厂工作，并于１９９３年

任厂长，这段时间不仅使她对糖果业较为熟悉，同时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管

理经验，为以后创办云南省通海斯贝佳食品有限公司奠定了坚实的经验基础。

９年时间，经过艰苦创业和辛勤工作，公司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可见，创业项目选择自己最为熟悉的领域，开发自己最了解的产品，并

拥有相关管理工作经验，有助于保证创业者创业项目的顺利开展。

（二）社会背景

据传，豆末糖最早出现在元代。公元１３世纪，蒙古大军入滇，经由曲陀

关至河口的途中，由于漫长的行军路途，军粮袋中的黄豆开始变质成末，于

是蒙古将士将麦芽糖、白砂糖与豆末混在一起作为干粮。在长时间的颠簸中，

豆末与麦芽糖、白砂糖层层包裹成块，因口味香甜而被军中将士所喜爱，并

流传于民间。到了清代中叶，豆末糖制作业在通海开始兴旺。如今，在通海

仍然存在着一个蒙古族村，他们就是那些蒙古军人的后裔。

豆末糖已成为云南通海的著名传统小吃。虽然在通海本地会制作豆末糖

的人为数不少，但真正的好糖都出自家庭式秘制，主要以家庭作坊为主，家

庭间很少交流技艺。即使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兴德糖果厂，也不具规模，生

产的糖果种类单一，不足以满足市场的需求。有着如此悠久历史的传统小吃，

却只能在当地流传，不能推广至其他地方，不能让其他地方的人民享受这般

美味，实乃遗憾。基于这样的背景和考虑，普绩开始了她的创业生涯，开始

了她的传承历史之路。

四、创业过程

俗话说，一等二靠三落空，一想二干三成功。普绩深深明白，要想成功

创业，她必须首先要攻克豆末糖的层数，解决传统豆末糖不酥的难题。豆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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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酥的程度由其层数决定，豆末糖的口感好坏又由酥的程度决定，因此，突

破豆末糖的层数对创业能否成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传统的豆末糖只有

１８层，有的还不到１８层。层数少加之工艺上的缺陷，不仅影响了豆末糖的

口感，还使其容易受潮结块，影响保质期。虽然普绩从外婆那里学到了豆末

糖的真传，有过在糖果企业工作和管理的经验，但是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迎

合市场的需求，这还远远不够。这就要求对产品实行升级换代，要有新的突

破点和创新点，就必须提升传统豆末糖的层数。

有一首老歌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是的，

要做前人没做成的事，要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就要踏踏实实地走好脚下的路。

“一蓑烟雨，踏破铁鞋”，那是对普绩学技历程的真实写照。所谓 “天将降大

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对于那时满怀理想与抱负的普绩

来说，解决豆末糖层数的难题是她永远都无法忘怀的一段经历。那时的她，

只是一个无名小辈，在她要学习的老师傅们看来，更是少不更事，更重要的

是，学人家的手艺就等于是去抢人家的饭碗。看似天方夜谭，但是普绩并没

有灰心，她深信，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她也深信，精诚所至，金石为

开。所以，当普绩找到一位老人求教时，家人知道来意后就撵她走，她不走

就骂。她被气哭了，流着泪走了。后来她强打笑脸，硬着头皮，再次走进了

家门，又被骂哭了，这样来来去去被骂了三次，哭了三次。第四次，老人被

深深地感动了，跟她约了一个子女不在家的时间，老人毫无保留地把他一身

的本事全部传授给了普绩。“没有做不成的事，只有做不成事的人。”她最爱

说的一句话再次被验证了。

打破传统豆末糖的１８层，这是一种创新，然而，创新就是走前人未走过

的路，也就注定了没有什么经验可循。因此，在对豆末糖的层数进行升级的

过程中，普绩团队整整经历了１２９０次失败，前后坚持了三年多。但是他们并

没有放弃，不久后，也就是２００５年６月５日，他们开始了第１２９１次试验，

终于研制成功，把传统的１８层豆末糖艰难地改制成２９层。

豆末糖的酥度、口感、口味达到了要求，长途运输却出现了问题。于是，

她想到了把口感细滑的巧克力涂在豆末糖上，这又是一种产品的升级创新，

而此次创新，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如果投资失败，将给企业带来灭

顶之灾。经过痛苦的抉择，普绩最终还是做出了这个决定。没想到巧克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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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末糖的搭配口感如此完美，特别是配上红酒和雪茄。从此，豆末糖从一个

糖果变成了一个高档的巧克力、一个休闲食品，顺利地进入了国内高端市场

和国际市场，得到了中国糖工委高级工程师的大加赞赏。对于巧克力豆末糖

的成功创造，也离不开国内最权威的巧克力专家季顺英教授的指导，她是国

内唯一的从可可豆制成巧克力的专家。可见，在产品的创新过程中，优秀人

才的引进及其战略性的指导，对企业产品的成功推出至关重要。

企业有了多层豆末糖、巧克力豆末糖等产品，在国内外的高端市场就占

据了一席之地。然而，由于企业生产规模的限制，往往导致市场中的供不应

求，从而影响企业市场规模的扩张。早在２００１年，斯贝佳豆末糖就曾进入中

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也深受欢迎；然而，

由于生产能力的限制，不得不放弃这些市场。为进一步缓解厂房狭小、生产

能力严重不足的实际，除了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０日正式投产使用，占地面积１２７４０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９７５０平方米，巧克力豆末糖年产量可达１００００吨的斯贝

佳工业园外，目前也正在里山乡修建占地１００亩的厂房，以打造高端价位的

新产品。此外，在管理上也进行创新，引入 “六大要素”，新型现代企业管

理模式，优化了企业发展环境。斯贝佳产品已遍布昆明各大超市，并通过国

际零售巨头沃尔玛、家乐福等将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生产车间中采用现代流

水线在豆末糖上涂巧克力，而其他工序为纯手工制作。这样不仅有对传统的

继承，更有产品创新升级，使得斯贝佳产品在市场上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企业创业成功的原因除了关键的产品创新升级，还离不开和谐的员工关

系，强烈的团队精神。此外，企业在市场定位的基础上还进行了市场细分，

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企业组织了由两名教授、３名技师参与的公关小组，

本着安全、健康、绿色、美味的原则，每年要研制出１至２款精品、４款新

品。双歧因子系列产品、无糖月饼为不能吃糖、不愿吃糖的消费者提供了新

的选择，松花糕、芦荟糕等产品在口感、营养上满足了消费者更高的要求等。

企业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品牌建设，品牌效应是斯贝佳在创业过程中一

直追求的。为此，企业特聘请全国最具影响力与执行力的策划机构———深圳

鹰派公司，由其全程策划服务，选择品牌化战略，走品牌化发展之路。至此，

斯贝佳食品有限公司在原来产品的基础上进行全面规划与调整，完善品牌与

产品文化，挖掘品牌核心价值，走长远的品牌化发展之路，建立全新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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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例如 “豆末世家”品牌，强调产品的一丝不苟、至臻完美，将产品视

为一种关乎荣誉与尊严的创作。传承７００年历史，３０道严谨工艺，代代秘

传，纯手工制作，正可谓中国独有、世界唯一。因此，它的文化是传承、传

奇、传味。同时，企业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推广其产品的机会，先后参加了

成都糖酒会、’９９昆明世博会、长沙秋季糖酒会，获得众多全国经销商和消费

者的追捧，订单纷至沓来，成效显著。

然而，创业的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２００９年，一家名为通海红苹果的食

品企业也生产了相似的巧克力豆末糖。他们的巧克力豆末糖做得很粗糙，价

格也非常低。８月，企业向红苹果公司发了一份公函，要求其停止生产、销

售该款产品，但红苹果并未按要求去做。于是，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１日，公司以

“２９层巧克力豆末糖”专利权受侵犯为由，将红苹果公司告上法庭。２０１０年

２月５日，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被告红苹果公司侵犯了原告

斯贝佳公司发明专利权，赔偿原告斯贝佳公司损失１０万元。公司用这笔钱成

立了云南传统食品创新奖励基金，用于奖励在云南传统食品行业内做出重大

创新突破的企业和个人，扛起 “云南味道”的创新大旗。可见，在企业创业

发展过程中，对创新产品的专利保护极为重要。这就要求对云南传统食品统

一制作标准，最后形成行业标准，甚至是国家标准。

创业的路任重道远，企业不仅要寻求对产品的创新，生产出高品质、安

全的食品，也要做一个有责任感的企业，继续发扬食品企业就是做良心食品

的这一宗旨，以更高、更好、更新的产品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尽心尽力打

造斯贝佳更美好的明天！

五、经验与启示

通过思考通海斯贝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普绩的成功创业之路，我们可

以得到以下三点启示。

（一）创业成功与产品创新密不可分

在创业的过程中，对于传统的产品，创业者要勇于创新，另辟蹊径，才

能突破既有的市场分割，为自己的产品打开销路，赢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

普绩在对传统豆末糖的层数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经过了三年多的不断试验，

经历了１２９０次失败，终于在２００５年第１２９１次试验中获得了成功，把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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