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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江丞华

双汇专卖店遭遇江西“围堵门”

在刚刚过去不久的国庆假期前

夕，作为双汇集团新闻发言人的刘金

涛副总裁显得有点忙，原本美好的假

期安排完全被打乱了。他说：“发生了

这种事情，我必须尽快了解清楚，然

后才能发表声明，让公众明白事情的

真相。”

刘金涛所说的事情就是，2013
年 9月 28日，在江西省九江市德安
县，发生了一起暴力干扰破坏双汇正

常生产经营的事件。

记者通过查询公开资料显示，自

从 2010年双汇集团进入江西市场至
今，3年半的时间里，双汇在江西省
内数个市县已遭受过数次不同程度

的围攻或产品被扣事件。

提起肉类加工企业，总忘不了一位业内资深人士说

过的话，“别的行业跑市场，凭的是物美价廉和营销手

段，我们这一行，除了这两样外还需要勇气，敢跟屠夫

PK的勇气，是真正的‘打江山’。”

戏谑之中却处处显现着肉品行业的“江湖味道”。从

2003年至今，双汇在江西市场的数次围攻皆让记者闻到

了这股味道。

原本来说，你卖你的，我卖我的，虽有俗语云：同行

是冤家！但我们还是很少见到一条步行街上，几家服装

店拿刀持棒的公然对决。了解之后得知，原来这股江湖

味道不仅掺和了“金钱利益”，更有一味“由热变冷”的原

材料。

一直以来我国传统畜禽肉品生产销售方式，一般是

凌晨宰杀、清早上市。由于加工简单，长期以来热鲜肉一

直占据着我国鲜肉市场。

热鲜肉的优点是生产简单易行，不需要预冷间、冷

库、冷藏车等，有利于小规模生产；缺点则是，由于肉体

没有进行冷却处理，微生物得不到抑制，易污染，运输、

销售环境差，极不卫生；不利于大工业化生产。由于设备

简单，不能规模化、集约化生产。

然而，这种由热鲜肉一统江湖的情形只维持到 2000

年，因为从那一年开始，双汇、金锣等大的屠宰企业开始

生产冷鲜肉，打破了热鲜肉一统江湖的格局。

冷鲜肉，又叫保鲜肉，发达国家早在二三十年前就

已开始研究推广。时至今日，发达国家利用科学的加工

工艺和流通技术以及完善有效的质量控制体系，在市场

上出售的基本都是冷鲜肉。

在我国，推广冷鲜肉已经成为国家层面极力推进的

工作。国家商务部新出台的《全国生猪屠宰行业发展规

划纲要（2010—2015 年）》中明确指出，生猪屠宰行业未

来五年一个重要发展目标是：企业经营现代化，推广冷

链流通；屠宰机械化、标准化。

如此看来，冷鲜肉一统江湖是大势所趋。

但事实上，类似双汇的肉加工企业成长的道路却很

是坎坷。因为它们经常会在开发新市场的同时，陷身于

地方肉类食品加工企业发起的“阻击战”中。

由于资金、技术、人才等诸多条件限制，一些地方企

业在市场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

如此一来，双汇等企业在带给各地消费者“放心肉”

的同时，也引发了“税源流失、农民减收、企业破产、职工

下岗”等困扰当地行政部门的问题，再然后，当地行政部

门不得不悄悄地参与到这场“阻击战”之中。

表面上，有的地方官员拍着胸脯说“决不限制外地

合格猪肉进入本市”。但背地里他们不仅专门设置了准

入门槛，还采取种种方法对外地冷却肉的销售进行阻

挠，以冠冕堂皇的手法，掩盖其地方保护主义之真实用

意。

所以，当我们剥开一层层皮时，我们就会发现，地方

行政部门自诩为“保护放心肉”的封杀行为，实际上是在

构筑市场壁垒，是一种典型的地方保护主义。

这种“猪肉保护主义”，其实在全国的一些地方屡见

不鲜。

这个猪肉的“江湖”中，往往潜藏着一些灰色的利益

链条。

比如，一些地方主管部门纵容当地生猪屠宰企业的

虚高定价行为，造成垄断的客观事实，并使猪肉的高利

润变得合法化，相关官员也可以从中渔利。

而这种行为，不仅破坏了开放有序、平等竞争的市

场经济环境，与现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中央精神

相违背；而且干扰了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不必要的

生活负担。因此，对于这种市场经济毒瘤，必须早日坚决

清除。

不能用武力阻止
猪肉由“热”变“冷”
江丞华

记者手记

由于急着办理业务，客商刘先生不慎将携带的材料遗

失在出租车上。出租车司机看到材料后，原地停车 10分
钟，将其交还给刘先生。这是近日在郑州街头发生的感人

一幕。

在河南省驻马店市投资的刘先生日前乘坐高铁来到

郑州，出站后搭乘一辆出租车前往省工业信息化厅办理业

务。由于天下着雨也没有带雨伞，刘先生打开车门就慌忙

向工信厅大楼跑去，并焦急地挤上电梯。办理业务时才发

现，下车时忘记了随身携带的文件袋。刘先生焦急万分，材

料都是申请项目必备资料，对其他人来讲就是废纸，但对

自己异常重要。刘先生带着侥幸心理，几乎是冲到楼下，发

现原来停车的位置一辆出租车打着双闪，停在原地。这时

出租车师傅看见了刘先生，很热情地把文件递给他，并说

发现文件袋时刘先生已经消失了，想着肯定会回来找，就

在原地等着。

刘先生说这虽然是小事，但是作为外地来河南投资的

客商，很受感动，这些细节彰显着河南的变化。特借本报感

谢“等待 10 分钟”的路达出租车公司李毛克师傅，也感谢
河南为广大客商营造的优良投资环境。

（赵德华）

客商夸赞河南“软环境”

公开资料显示，2010年，为响应
江西省招商引资的号召，双汇投资 12
亿元在江西省南昌市建设了南昌双汇

生产基地，2011 年 9 月投入试生产，
同年 12月正式投产。南昌双汇是国内
最大的肉类加工基地之一，目前拥有

员工 3200人，年屠宰生猪能力 200万
头，生产的火腿肠类肉制品畅销全国。

所屠宰的生猪来自于江西，产品服务

江西和全国人民。

“南昌双汇联合江西省各地有实

力的公司和肉类经营户，建设了‘双汇

冷鲜肉批零中心’，配套有小型保鲜冷

库和先进的分割加工设备，然而，这种

销售方式却在江西一些地方受到同行

业人员的阻挠和暴力干涉。”刘金涛如

是说。

《中国企业报》记者通过查阅公开

资料调查后发现，双汇与江西省内不

同市县数个定点屠宰厂之间的矛盾冲

突早已发生过多次。

类似这样的围堵事件甚至可追溯

到 2003年，当时正值第一家外埠品牌
专卖店在南昌市丁公路开业。

开业的当天上午，因为每公斤冷鲜

肉比集贸市场热鲜肉便宜 1元，众多市
民排长队购买。没想到在当天下午，南

昌市肉品市场管理稽查大队向专卖店

下达了一张“生猪屠宰违法案件行政处

罚决定书”，责令店主立即停止销售外

埠品牌冷鲜肉，并以“跨区域销售冷却

肉（即冷鲜肉）”为理由，对南昌一些品

牌鲜冻品部的冷鲜肉仓库进行了查封。

时隔几年之后，双汇不断向江西

省内扩张，不但销售品牌冷鲜肉，在一

些集贸市场也可以看到他们销售热鲜

肉的身影。在双汇扩张的背后却隐藏

着一次次“刀光剑影”。

2012 年 3 月 29 日，5 月 5 日、6
日、7日，南昌双汇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的双汇冷鲜肉产品在江西湖口县和修

水县均遭到当地执法部门的强行暂

扣，在 3 月 29 日扣押事件中，导致双
汇总量为 2吨、价值 4万多元的冷鲜
肉产品变质。

2012年 11月 20日，双汇九江办
事处 3名业务人员在永修县遭该县屠
宰大队和一些不明来历的歹徒殴打。

次日，在双汇发表声明后，双汇业务员

11月 22日凌晨再次遭到殴打。
据刘金涛回忆称：“其间双汇物流

车和业务人员受到当地有关人员的强

烈阻挠，在僵持到早上 7点 10分左右
的时候，突然从四面八方围过来 30多
人，对双汇的送货人员进行殴打，在殴

打的过程中，其中有 3名送货人员脸
部、腰部、腿部都被殴打有明显伤痕，

殴打后这 30多人把双汇物流车围堵，
不让其离开，在围堵的过程中，物流车

前面还被永修县商务局执法车阻挡，

致使双汇物流车无法离开。

作为双汇的新闻发言人，刘金涛

在 2012年 11月 21日到 23 日的三天
时间里，针对此事件曾在网上连续发

表声明，称“呼吁江西省党政机关和警

方，能够依法处理此案，创造和谐的市

场环境，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关于双汇专卖店遭遇江西“围堵

门”事件的最新进展，本报将予以持续

关注。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外埠肉品以

优势价格对当地市场造成冲击是此次

矛盾的缘由。

一名屠商透露，当地生猪定点屠

宰场生产的是热鲜肉，外埠肉进入对

屠宰场影响不小。“因为外埠肉不仅质

量可靠，价格还更便宜，去屠宰场拉猪

的屠商自然就少了。”

江西省商务厅工作人员称，尽管

外埠企业的进入对当地市场产生了不

小的冲击，仍希望德安县依据法律规

定，为跨区域销售的猪肉产品营造良

好、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

公开资料显示，2008 年 8 月 1 日
开始施行的国务院第 525号令《生猪
屠宰管理条例》第十九条明确规定，地

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限制外

地生猪定点屠宰厂 (场 )经检疫和肉品
品质检验合格的生猪产品进入本地市

场。这条旨在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的条

文，不仅包含了冷鲜肉及其肉制品，还

包括了热鲜肉。

双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

们店里的猪肉都是从自己工厂直接运

来的，少了许多中间环节，加之试运营

的促销价，各种肉品价格比市场内的

每斤要便宜两元左右。”

对此，德安县菜市场的猪肉贩师

傅告诉记者，冷鲜肉专卖店开业后，农

贸市场内的猪肉销售量直线下降。“以

前一天可以卖一头猪，目前只能卖半

头左右，而且有些肉好几天都卖不出

去。”

摊主们普遍认为，双汇专卖店离

农贸市场太近，应该“远离农贸市场”。

“在路边卖低价，这就是不公平竞争。”

然而，对于农贸市场内的商户围堵冷

鲜肉专卖店的做法，被采访的数位德

安县当地居民几乎都认为“不妥”。

其中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位居民

说：“难怪前两天（指围堵事件前几天）

德安菜市场卖肉的罢市，有本事一个

月不卖肉。我想知道双汇门市部在哪，

下次去那买肉。”

根据双汇新闻发言人公开通报的

内容显示，此次遭围堵的“赣 G45-001
号双汇冷鲜肉批零中心”是南昌双汇

与当地经销商合作，投资 40万元，在
德安县境内建设的首个双汇批零中

心。

记者了解到，该店于 2013年 9月
16 日开业，优质价廉的双汇产品受到
了德安县广大消费者的欢迎。

然而，2013 年 9 月 28 日早上 6
时许，一支 80余人的队伍突然围堵了
德安县“赣 G45-001 号双汇冷鲜肉批
零中心”大门，暴力阻止该店开门营

业，该店不得不拨打当地 110报警。
随后，当警方赶到的时候，双汇冷

鲜肉批零中心才得以打开大门，但店

门打开后，却遭遇不法分子的辱骂、威

胁、踹门等暴力行为，致使警方不得不

增派 3 辆警车和 10 多名警察控制局
势。

在冲突现场，当地工商部门也出

面协调，直到当地主管屠宰的商务部

门赶到后才疏散人群，流血事件得以

避免。但是，不法分子离开时扬言：如

果该店再开门营业，会继续闹场。当

地相关部门也劝告该店，暂时不要营

业。

截至发稿时，该零批中心仍然无

法正常经营。

对此，双汇集团公开表示，初步了

解，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非法聚

集围堵事件，当天参与“9·28”事件闹
事的不法分子，均来自当地的一家小

型屠宰场和集贸市场的个体生鲜肉经

营户。他们闹事的目的，是为了垄断当

地猪肉市场，不允许双汇生鲜肉进入

当地销售。

刘金涛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事件发生后，我们走访了当地的一些

居民和消费者，当地居民和消费者非

常欢迎物美价廉的双汇产品进入本

地，对不法分子的欺行霸市行为表示

愤慨，他们希望双汇能够拿起法律武

器，与欺行霸市、垄断市场的不法行为

做坚决的斗争。”

家住德安县的王女士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认同刘金涛的说法。她告诉

记者：“作为消费者，我肯定更支持物

美价廉的商家，同行之间有竞争是必

然的，但是（德安县菜市场肉贩）这种

做法（围堵双汇批零中心）太不应该

了。”

当记者就双汇零批中心被围事件

致电德安县工商局时，德安县工商局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关于双汇被围堵

的事件正在调查处理中，说完便立即

挂断了电话。随后记者又多次致电德

安县工商局，试图了解更为详细的调

查细节，但遗憾的是，该县工商局办公

室的电话却再也没有人接听。

公开资料显示，自从 2010年双汇集团进入江西市场至今，3年半的时间里，双汇在

江西省内数个市县已遭受过数次不同程度的围攻或产品被扣事件。

双汇在九江德安被围攻

疑为地方行业垄断所致

矛盾冲突并非首次

2013年 9月 28日，江西省德安县发生围堵双汇专卖店事件，图为事发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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