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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璐璐农业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志敏：

“ 鼓 捣 ”农 机 的 发 明 家
本报记者 刘 成

长着一张方形脸，说话不急不慢，看上

去既有农民的憨厚，又带着些理工男的斯

文⋯⋯李志敏曾是青岛胶州市胶莱街道的

农民，凭着一股子执着的韧劲，研发出辣椒

剪柄机，并成立青岛璐璐农业装备有限公

司（以下称“璐璐机械”）。如今，他又把辣

椒剪柄机卖到国外，还在巴基斯坦建立了

中国辣椒产业园。

回顾李志敏创立公司并将其发展成为

山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历程，正是

他认定目标就不回头的韧劲儿引领着企业

不断向前发展。

破难点 填空白

出生于 1968 年的李志敏，家庭条件比

较困难，小学没毕业就跟着父母下地干农

活，后来还去工地做过搬运工。虽然文化

水平不高，但他对农业机械设备有着浓厚

兴趣，总是想方设法借来相关书籍自学，掌

握了不少农机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2009 年，李志敏在做干辣椒加工生意

时，人工剪辣椒柄成为他和其他同行最头

痛的一项工作。干辣椒加工出口必须“剪

柄”处理。而剪辣椒柄完全依靠手工完成，

耗时长、效率低、用工量大，1 个人 1 天也剪

不了上百斤辣椒。

怎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对农机设备

有浓厚兴趣的李志敏，萌生了发明辣椒剪

柄机的想法。

起初，李志敏觉得想法的实施应该不

难。辣椒剪柄机跟男士剃须刀是一个工作

原理，就是外边一个罩，里边加上刀片，辣

椒柄进来以后切掉就可以了。然而，在具

体研发过程中，他才发现“理想很丰满，现

实很骨感”，将看似简单的原理落地，中间

经历了各种波折与反复。

刚开始研发时，李志敏每天下班后，都

扎在书堆里翻资料，并自学机电知识。不

会使用电脑软件，他就在纸上画草图，再找

专业设计人员做成设计图。资金不到位，

只好打工赚一点钱就去购买机器配件。而

试验不合格的产品只能卖给废品收购站，

心痛却又无奈。

买材料、做试验，换材料、再做试验。

一次次研制，一次次失败，要么是辣椒柄剪

切率不高，要么是辣椒破碎率太高⋯⋯“研

究辣椒剪柄机多年，投入不少，但都没有进

展，把信心都磨没了。”李志敏说。

倔强的李志敏始终没有放弃。经历了

无数次失败后，2014 年底，他终于成功研

发出辣椒剪柄机。这台机器可以连续 100个

小时不间断作业，剪切成功率超过 90%。

“多年的坚持没有白费。做事要有恒

心，如果中途放弃的话，就会一事无成。”李

志敏感慨地说，辣椒剪柄机既节省了劳动

力，又提高了劳动效率，1 个小时可以剪切

成品 500 公斤。这一发明填补了国内市场

空白。

技为本 重创新

2015 年 12 月，李志敏创办了青岛璐璐

农业装备有限公司。公司初创时，为了推

广产品，李志敏将辣椒剪柄机的视频发布

到网上，吸引了一家电视台的注意，做了一

期介绍产品发明过程的节目，没想到在农

机圈里影响很大，不少外地客户打来电话，

询问机器的具体情况，并纷纷下单。

然而，没过多久问题就出现了。李志

敏发明的辣椒剪柄机只能剪一个品种的辣

椒柄，达不到客户对多品种辣椒的剪柄要

求，早先商谈好的订单被一张张退回来。

“太难了。”当时，退单和研发瓶颈压得

李志敏喘不过气来。

为了继续研究辣椒剪柄机，李志敏投

入全部的积蓄，还成立了研发技术攻关小

组。“我们几个人一起，在厂子里做零件、搞

试验，工作到凌晨是常有的事。”李志敏说，

机器研发需要找到所有辣椒品种做试验，

有些辣椒品种当地买不到，他们就到四川、

云南、甘肃等地去买，全国好多地方都跑

遍了。

根据不同品种辣椒，李志敏和团队制

作不同孔径的滚筒，设置不同转速，调节剪

切结构。每一次试验，都为产品带来改变

和提升。

“只要坚持住，就几乎没有干不成的

事儿。”这是李志敏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

话。经过不间断的试验，他们成功推出不

同型号的辣椒剪柄机，适用于不同辣椒

品种。

为了使机器不断迭代升级，李志敏还

聘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

罗锡文为公司顾问，并与中国工业协会、

青岛农业大学等密切合作，搭建“专家工

作站”与“专家服务基地”两个平台。在

专家的指导下，辣椒剪柄机在液压系统、

自动化控制、整机效能升级等环节实现较

大突破，使设备的性能变得更高效、更

智能。

“最新研发出的辣椒剪柄机增加了辣

椒自动识别、自动分选功能，可实现辣椒弯

柄挑选、去石、清洗、除柄等。”李志敏说，该

机器已经获得 1 项国家发明专利、7 项实用

新型专利。

在李志敏的带领下，璐璐机械已发展

成为一家集农业机械装备技术开发制造、

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多元化企业。目前公司

可年产 600 台辣椒剪柄机，产值近 8000 万

元。2021 年 7 月，璐璐机械获得山东

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

走出去 拓市场

李志敏前行的脚步没有停止，让辣椒

剪柄机走出国门成为他的新目标。借助上

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位于胶州

的“地利”，李志敏开始走进上合组织的“朋

友圈”。

自 2018 年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召开

后，李志敏与印度客户有了紧密联系，并设

立璐璐机械印度分公司，负责印度及周边

市场的销售服务工作。

记者在璐璐机械的生产车间里看到，

工人们正在往集装箱里装辣椒剪柄机。“现

在海外市场订单很多，这几个月有十几个

集装箱发往印度。”李志敏说，辣椒剪柄机

还销往越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缅甸等

国家和地区。目前，璐璐机械生产的辣椒

剪柄机占全球 95%的市场份额。

近几年，李志敏忙着接待一拨拨来自

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客商。

“不少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辣椒生产和

加工量很大，辣椒剪柄机特别受这些国家

辣椒加工企业的欢迎。”他说，璐璐机械在

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建立了

2 万多平方米的工厂，预计明年 4 月份左右

完工，计划将其作为标准化产业基地，研发

高端设备。李志敏还与巴基斯坦客商合

作，在当地建立中国辣椒产业园，形成从育

种到设备生产一体化的发展模式。

“企业要得到快速发展，仅凭一己之力

很难做到，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

范区将吸引更多资源汇聚融合。借助东

风，我们企业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好。”李志

敏说，目前，辣椒脱帽机、姜葱联合收割机

的研发也已成型，很快将投放市场。

李志敏是个善于思考的人，对于企业的

发展方向，他始终边干边琢磨。他深情地

说，“我们希望打造一条从种植、采摘到深加

工等覆盖全流程的完整链条，在行业竞争中

提升优势，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专注就能成事

杨开新

李志

敏 10 多 年

来 “ 死 磕 ”

小小的辣椒剪

柄 机 ， 这 不 仅

让 他 破 解 了 辣 椒

产业规模化发展过

程中的难题，也让他

成 为 一 名 发 明 家 、 企

业家。

各行各业都不乏这样

专 注 于 小 领 域 ， 敢 想 敢

试、勤于行动而取得耀眼成

绩的人。他们做的看似都是

小领域，却绝对不可小视。

小领域里蕴藏着大机会。

市场上，不仅需要关注规模化

发展的大领域，而且需要关注

细分市场下的小领域。对于企

业家而言，专注是通往成功的

基本素质之一。企业家只要专

注于自己的事业，心无旁骛做

研发，推出硬核产品，就很难

被市场抛弃。集中精力把好点

子变成好产品，定能在市场中

占据优势。

小领域也要下大功夫。有

些人认为小领域技术含量低，容易成功，事实并非

如此，小领域的企业虽然具备船小好调头、投入小

见效快等优势，但并不意味着可以一招鲜吃遍天。

企业家只有带动企业创新，不断生产出契合市场需

求、品质过硬的好产品，才能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并在此过程中确立自己的价值和核心优势。只有足

够专业才有机会足够强大。李志敏正是长期专注

小领域，根据市场需求不断创新产品，提升产品

档次，瞄准目标市场精耕细作，秉承匠心精神打

造产品，才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

细。把小事做到极致定能成事。一者天道酬

勤，二者市场有自己的选择，有识者、有志

者 专 注 自 己 所 在 的 细 分 领 域 ， 苦 心 孤

诣，一定能干成一番事业。

“ 网 红 芭 乐 ”唤 醒 乡 村 活 力
本报记者 薛志伟

在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金星乡院前

村的晓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里，

销 售 人 员 忙 着 与 客 户 线 上 沟 通 预 售 果

品 ， 技 术 员 也 忙 着 电 话 指 导 新 品 芭 乐

种植。

芭乐是人们常说的番石榴。“今年是

我回乡创业的第六年，我一直在做两件事

——种芭乐和卖芭乐。6 年里，我们团队

除了在田间地头做研究，也得到科研院

所、农业专家及政府的大力支持。正是因

为有这么多人的帮助，才有了现在的‘陈

老师芭乐’品牌。”诏安县晓丰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陈晓冬说。

陈 晓 冬 如 何 开 始 创 业 之 路 ？ 2015

年，有村民托陈晓冬帮忙销售芭乐，那时

候芭乐 1 斤 0.4 元，与 20 年前相比仅涨了

0.2 元。这样的对比让陈晓冬很受触动。

为了改变家乡果农的困境，陈晓冬毅然放

弃 了 年 薪 10 多 万 元 的 工 作 ，决 定 回 乡

创业。

创业初期，陈晓冬通过朋友圈、论

坛发帖等形式售卖芭乐，但由于芭乐品

质一般，不仅亏了钱，还存在很多售后

问题。有的村民觉得大学生回农村种地

很丢人。陈晓冬甚至成为村里人教育孩

子的“反面教材”：你们可别像她那样！

读那么多书都没用，还不是回来种地！

可陈晓冬认为，帮助村民致富，必须有

人来做。“要想干成点事儿，不受打击是

不可能的。要想芭乐卖得好，还得动脑

筋，想办法。”

为了解决传统芭乐的品质问题，陈晓

冬不仅请来漳州市农业部门的专家，还从

广东等地引进芭乐品种，经过反复试验，

2017 年成功推出独有的“哈根达斯味芭

乐”，新品种推出后立刻成为爆款，并以普

通 芭 乐 价 格 的 5 倍 销 售 了 数 百 万 元 。

2019 年，经过五代改良的“陈老师芭乐”

种植技术趋于成熟，陈晓冬成立了诏安县

晓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土芭乐 1 斤大概卖 0.3 元左右，不仅

便宜，还经常没人要。跟着陈晓冬种植改

良后的芭乐，1 斤能卖 4 元，是原来的 10

倍。现在我家用 1 亩多土地种植芭乐新

品种，大概有 30 万元的收入。”院前村村

民陈丽端说。

尝到种植新品种的甜头后，陈晓冬加

大了开发力度，先后开发出西瓜味、奶油

味、草莓味等 30 多个口味的新品种芭乐，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遇到销售高

峰，客户需要预订，35 天后才能发货。院

前村周边果农也纷纷把自家地里传统的

土芭乐换成了新品种。

陈晓冬知道，要提高农户收入，除

了保证品质，还要提高产量。这就需要

在精细化管理上下功夫。2019 年，陈晓

冬 把 目 光 投 向 了 水 肥 一 体 化 的 滴 灌 设

施。“这样不仅省力、省水，还改变了村

里祖辈相传的耕作方式。原来是靠天吃

饭，现在是科学管理，按需供给。”陈晓

冬说。

她算了一笔账：通过科学管理，合作

果农的芭乐单株产量在 50 斤左右，1 亩地

可以种植 90 株芭乐，产量可以达到 4000

多斤。目前，金星乡芭乐新品种的种植面

积已经超过 1000 亩。

为将芭乐新品种推向全国市场，陈晓

冬参与筹建了“农村之声电商联盟”，号召

全国有兴趣的农户参与新品芭乐推广，并

借助社交平台、网红直播等传播形式塑造

“陈老师芭乐”品牌。近年来，陈晓冬团队

帮助金星乡周边 7 个村的合作农户种植

新品芭乐，农户收入也因此增加了 5 倍。

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户参与到新品芭乐项

目里。

院前村富了，村里的外地媳妇也愿

意回村生活了。从江西嫁到院前村的李

美文说：“我在‘陈老师芭乐’负责售后，

与供应商对接，每个月能拿五六千元的

工资，还能照顾孩子和老人，比在外面打

工强多了。”

返 乡 创 业 以 来 ，陈 晓 冬 团 队 带 动

3000 多名留守妇女就业，还时常组织农

户参加电商培训、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等，

培养了越来越多农村电商销售人才。同

时，陈晓冬与其他返乡创业者组建起诏安

县青年创业协会，还担任福建省人社厅创

业导师，助力乡村振兴。在她的带动下，

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在

乡村的广阔天地里一展才华，书写属于自

己的创业故事。

今年 36 岁的叶鸿鑫是诏安县返乡创

业青年之一，也是诏安县青年创业协会会

员。他说：“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都是摸

着石头过河，不知道怎么做，陈晓冬就一

点点指导我。”

在这片广阔的天地间，有许多像陈晓

冬这样的新型职业农民，他们怀揣梦想，

在田间地头挥洒青春汗水，带领村民走上

致富路。“我们这代人成长在春风里，我希

望自己也能成为一股暖流，温暖乡村振兴

路上的乡亲们。”陈晓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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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李志敏正在研究

辣椒脱帽机。

图② 生产完成的辣椒

剪柄机。

李 勇摄（中经视觉）

②②

①①

陈晓冬、李向锋夫妇

在芭乐示范基地展示新品

种——牛奶芭乐。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