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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浙商传奇人物宗庆后与世长辞，网络
上掀起了大规模的悼念追思。众多文章在回
顾他的创业经历，大量声音敬佩他、惋惜他、怀
念他，崇拜他的拼搏精神。毫无疑问，这是一
位优秀的企业家应得的哀荣，是宗庆后精彩的
一生留给这个世界响亮的回响。

有些网友将宗庆后与冯根生、鲁冠球的故去
合并观之，感叹“一个时代的落幕”。其情可感，但
此言差矣。“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老一辈浙
商的人生陆续谢幕，虽然令人伤怀感慨，却不是一
个时代的落幕。相反，改革开放至今40多年间，
从星星之火到“5678”，民营经济在代际更新中从
未停止书写新的辉煌，浙商精神、“四千精神”的
传承持续拓展这个时代的宽广度和厚重度。

与时代共舞，恰恰是宗庆后留给后来者
的重要启示。抛开全国劳动模范、改革开放
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有情怀的实业家、

“布鞋首富”等种种标签，宗庆后说：“我自己

是一个普通人，从底层崛起的凡人。幸运的
是，我生于这一个大时代。”

大时代，成就大作为。他的故事又不仅
仅是一个简单的“时势造英雄”的模板，而是
充满着风浪博弈和迎难而上，有着深刻的洞
见、智慧与信仰——

始终蓬勃乐观进取的精神。人生起步于
艰苦的15年农场生涯，办电表厂、搞电扇厂接
连失败，娃哈哈营养液诞生之初“很多人都不
支持”他的做法，和达能打官司开局就是“困难
模式”，他从未抱怨，总是自信迎接。

始终有一股不服输不放弃的劲头。去年宗
庆后向本报记者回忆创业困难时，反复强调一
句“真有困难，去解决就是了”。他用一次次战胜
困难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提出的励精图治、
艰苦奋斗、勇于开拓、自强不息的企业精神，深刻
印证着浙商“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
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

始终高扬利他为民的理念。他连续30多
年请员工吃年夜饭，年年发红包，给员工加工
资、分房子、盖公寓，坚持饮水思源先富帮后
富⋯⋯这些利他理念，体现了民营经济在改
善民生、完善分配、推动共富上的作用，也是
企业做大做强的内生动力。

始终不减爱党爱国的鲜亮底色。他说，
“我们民营企业都是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下
发展起来的，没有党的富民政策就没有我们
施展才能的机会，也就没有我们今天事业的
成功。”所以他在内部力排众议，投身西部开
发；长期投入巨额资金坚持做慈善；当全国人
大代表期间提交 197 条议案和建议；“从不相
信所谓‘打压民营企业’的论调”⋯⋯

时代高潮正起，远远没有落幕。宗庆后自
己就曾说，“经过了40年的成长，我们民营企业
有足够的能力来审视和规划自己的未来发
展。我相信在新老两代人的共同努力下，我们

一定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但在当下经济环境下，
对新一代民营企业家来说，从老一辈身上汲取
优秀的本领经验和精神养料，把内在的主观能
动性调动起来，拿出锐气、胆气、勇气，逢山开
路、遇水架桥，在新领域、新赛道上发挥“四千
精神”，为“四千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干出
一番新事业，无疑是必要且紧迫的。

不久前，浙江省委在全省“新春第一会”上
对全面加强“三支队伍”建设作出系统部署，明
确提出开展浙商再出发“雄鹰”行动，深入实施

“浙商青蓝接力工程”和新生代企业家“双传
承”等计划，就是为了助力新老传承，引导新生
代企业家接好政治班、事业班、社会班、文化
班，在时代舞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C位。

宗庆后的传奇人生谢幕，为世间留下了
闪亮印记和精神富矿，但浙商的故事未完待
续，民营经济的精彩未来可期。

致敬传奇浙商，赓续“四千精神”
张 萍

致敬传奇浙商，赓续“四千精神”
张 萍

本报杭州 2 月 25 日讯 （记者 郑亚丽
陈佳莹 全琳珉）“可惜！惋惜！生命不止、工
作不止，说的就是宗庆后。”得知宗庆后离世，
中南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吴建荣伤心不已。

2024 年 2 月 25 日 10 时 30 分，娃哈哈集
团创始人、董事长宗庆后因病医治无效，在杭
州逝世，享年79岁。

讣告一出，浙商震动。阿里巴巴创始人
马云发去挽联：“人生搏击四十不晚，开拓者
精神；创业千难夙夜求新，企业家本色。”

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说：“他是一
代浙商的楷模，也是同代人中我非常敬重的
企业家。他的创业史是中国改革大潮中的一
个缩影，他一生的奋斗历程，正是浙商‘四千
精神’的典范。”

不光是浙商，小米集团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也发文悼念：“我 20 多年前看过一
本写他的书，印象深刻，非常钦佩。一代传
奇，一路走好。”

不少得知消息的杭州市民和娃哈哈企业
员工，自发来到位于杭州市清泰街 160 号的
娃哈哈集团前总部。从中午到晚上，这座朴
素的六层小楼前，人流不断。原本空旷的大
门前摆满了鲜花，还有 AD 钙奶、纯净水等娃
哈哈的经典产品，耳旁不时传来啜泣声。

社交媒体上，不少人回忆起自己和娃哈
哈的故事，从早期的娃哈哈儿童营养液到后
来的八宝粥、AD 钙奶，网友们感慨：“娃哈哈
伴随了我的一整个童年，现在也很爱喝。”

来自全国各地的追悼，千言万语，汇成一
句：致敬宗老先生，愿一路走好！

“宗庆后专注务实的企业家精神，是支撑

企业持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浙商博物馆馆
长、浙江工商大学教授杨轶清回忆，37年的创
业，宗庆后始终坚守实业而且是传统的食品
制造业，拒绝了各个时期的“热门、风口”行业
的诱惑，心无旁骛自始至终只做“一瓶水”。

在“中国首富”“饮料国王”等众多身份
中，更击中大家心灵的，是宗庆后对自己“平
民企业家”的定位。

宗庆后的勤奋，吴建荣还记得。1 月 2
日，是他和宗庆后最后一次碰面。那天，吴建
荣去宗庆后的办公室看望，一进门，就看见宗
庆后鼻子里插着两根细细的氧气管，正坐在
小会议桌前，和一些高管围在一起开会，时不
时还要签字处理一些送进来的文件。

“我看到的时候真的很心疼。但是公司
的事情他放不下心，总是这样亲力亲为。”吴

建荣回忆，这些年宗庆后睡眠不好，有时候即
便吃了两颗安眠药，早上依然醒得很早，索性
6时多就到办公室开始工作。

掌舵一家年营业收入 500 亿元以上的行
业巨头企业，宗庆后却从不贪图享受，正如他
所说，“我是一个普通人，从底层崛起的凡人，
幸运的是，我生于一个大时代。”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追忆娃哈哈集团
创始人宗庆后，从最初的起点，到生命的终
点，宗老自己的一句话最为贴切：

“这一生就创立了一个娃哈哈。一千个
人的眼中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一千个
人的眼中也会有一千个娃哈哈。但对我来
说，娃哈哈只有一个，它是我的整个人生，所
有的梦，一切的意义、价值、标签和符号，它是
我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证明。”

广大企业家、市民自发吊唁宗庆后——

开拓者精神 企业家本色

2014年5月27日，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浙商博物馆为浙江新生代企业家做讲座（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董旭明 摄

创业初期，宗庆后蹬三轮车卖文具（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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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泰街的娃哈哈集团前总部门口，献上白菊花，以及AD钙奶等娃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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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毛卫星

2012年的一次采访，我拍下了宗庆后那天的午餐。
中午，手机上看到宗庆后去世的推送，翻出自己最早使

用的一只初代智能手机，很快找到了一组12年前我采访宗
庆后时拍下的照片，照片文件准确地标注了日期，那是
2012年11月1日，一共有21张。

应该是当年 10 月底，传出了娃哈哈想做“海淘”的消
息，报社让我和娃哈哈联系，约宗庆后做个专访。

那天上午 10 时，我去了清泰街 160 号，当时的娃哈哈
总部，心里很兴奋，也有些忐忑。因为在这之前不久，那年
66 岁的宗庆后再次被评为“福布斯富豪榜”上的“中国首
富”，一举一动都是国内外媒体的焦点。

说是“首富”的总部，其实是并不起眼的六层小楼。办公
室敞亮而不豪华，窗户的对面是两个书橱，中间一张长桌。
宗庆后办公桌上摆一个瓷茶杯，一个玻璃瓶养了水植，一台
台式电脑，几份文件，最上面是一家扶贫医院的资料。我心
里想，早知道宗总生活俭朴，可作为“首富”这也是太普通了。

唯一的特殊之处，是办公室里的大冷柜，摆满了娃哈哈
自己的产品。

宗庆后穿着皮夹克、浅色衬衣，在会议桌边坐下，先翻
看采访提纲。记得当天我们聊的三个主题，一个是他由“首
富”讲到娃哈哈赚钱的秘诀，因为上榜，打响了娃哈哈的名
气，看得出他对这个称号也很高兴。说到产业链时，讲到成
本、销售网络和新品，他透露娃哈哈和英国机构正联合研发
工业机器人应用，一个是他对怎么拉动国内消费的看法，最
重点的则是他聊“海淘”。

我当时的感受是，宗老板很随和，在采访中兴致很高，
尤其谈起境外购的设想很健谈，虽然语速平缓，但眼神里仿
佛放光，感觉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时隔十几年，回头
来看，他的眼光其实很敏锐很超前，那一年，电商平台的“双
十一”起步才三年，影响力还不大，“海淘”更是闻所未闻。

记得那天，说到把“好物引进来”，宗庆后还认真地举了
意大利和西班牙葡萄酒的例子，认为消费升级和境外游兴
起，会给境外商品带来销售热潮。他就像是如今的一名“带
货主播”，从价格到品质如数家珍，滔滔不绝。

每次到国外考察洽谈，宗庆后有个习惯，总是要带回来
几大箱饮料，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跑市场的劲头，连年轻
人也追不上，永远冲在一线，有时连随从都不带，像个背包
客。去海外名胜景点游玩、度假休闲则是少之又少。后来，
宗庆后坐高铁二等座出行成了新闻，这对他和娃哈哈来说，
真不是新鲜事。

那天，聊到了中午12时多，厨房师傅拿来了一个托盘，
那是宗庆后的午餐。他看我想拍照，起身一个个把盖子拿
掉，像是个孩子一样开心地揭晓谜底。

我一看，除了一碗饭，还有小盘芹菜、四季豆，一个中份
汤煲，比较特别的是有一只湖蟹加一碟醋。看我看得仔细，
宗庆后会心一笑。

记者追忆：

十二年前，我拍下了
“首富”宗庆后的午餐

2012年采访时记者拍下的宗庆后的午餐（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毛卫星 摄

（上接第一版）
1987 年，靠代工口服液，宗庆后实

现上缴利润 10 万元的“小目标”。第二
年，宗庆后联手浙江医科大学营养系主
任朱寿民，抓住儿童补品市场空缺的机
遇，自主开发上市了娃哈哈儿童营养液，
立即受到市场热捧，企业效益更好，上缴
利润增至 60 万元；1990 年，企业销售收
入突破亿元大关，利润超2000万元。

家国情怀企业家

1991 年，创业 3 年多，宗庆后气势
如虹，带领杭州娃哈哈营养食品厂成功
兼并了 2200 多人、欠债 6000 多万元的
国有老牌企业杭州罐头厂，28 天飞速拉
起新生产线，产出新品果奶，“小鱼吃大
鱼”，一时轰动全国。彼时，国际上一些
大投资公司急切希望与“娃哈哈”合资合
作，省内外许多地方也欢迎“娃哈哈”去
开办实业⋯⋯面对进一步拓展扩张的诱
惑，宗庆后却按兵不动。他的心里，还有
更大的家国情怀：娃哈哈的扩张发展，要
与国家东西部扶贫工作紧密结合。

1994年底，宗庆后带领娃哈哈走出
浙江，在重庆涪陵成立了首家娃哈哈外
地公司。背后原因，是积极响应国务院
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移民工作的号召，投
身西部开发。当年，他兼并了涪陵地区
受淹的 3 家特困企业，包干安置移民
1300 余人。“把最好的东西带过去。”宗

庆后践行东西部对口扶贫的“秘诀”简单
而朴素。他带领娃哈哈人挑选最热销的
产品、最一流的技术、最先进的产线，引
入中西部地区，尽可能降低当地分公司
的经营风险，最快实现自主“造血”。

重庆涪陵、四川广元、新疆阿克苏、
西藏拉萨、青海西宁、云南大理⋯⋯娃哈
哈在西部及老少边穷地区累计投资 86
亿元、建立72家分公司，解决当地1.3万
余人就业。这些工厂，全部实现“当年投
产、当年盈利”，并发展成为当地龙头骨
干企业和利税大户。

商战硬汉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即将加入关贸
总协定（后来的“WTO”）的消息，在浙商
群体间传开。宗庆后撸起袖子，准备迎
战。“娃哈哈要迎接挑战，必须办成具有国
际先进水平的上档次、上规模的企业。”早
在1993年年初，他便瞄准了国际同行一
流企业的水准，要将娃哈哈来个脱胎换
骨，再创一个娃哈哈。很快，娃哈哈在杭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了下沙生产基地，

“生产上规模、产品上档次、管理上水平”。
1998 年，非常可乐投产，1999 年就

占据了国内碳酸饮料 10%的市场份额，
总体产量超过和逼近了百事可乐和可口
可乐在中国的产量。事实证明，洋品牌
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在我们涉及的产品
领域，无论是水、奶还是可乐，我们不怕

来自全球任何角落的竞争。”宗庆后总是
信心满满，娃哈哈总是在“战斗中成长”。

1996 年，娃哈哈积极探索引入外
资，牵手法国乳品与饼干业巨头达能公
司，成立合资公司。起初双方合作愉快，
直到 2007 年初，达能欲强行以 40 亿元
人民币的价格收购娃哈哈其他非合资公
司股权，遭到了宗庆后的顽强抵抗。达
能一纸诉状，将之告上国内外法庭。这
就是世人瞩目的“达娃之争”。

“他问我，你反正很会赚钱，这点钱
一两年就回来了。我说，我赚的钱，为什
么要送给你？”宗庆后据理力争。

这是迅速勃兴的民营资本与强大跨
国资本的勇敢碰撞。最终，国内、国外数
十起诉讼均以败诉而告终的达能，将其
在各家达能-娃哈哈合资公司中的 51%
的股权出售给娃哈哈，退出合资，双方达
成和解。宗庆后的坚持，让他在这场艰
难的博弈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实体经济守护人

实体经济，是宗庆后一辈子的牵
挂。尽管在实体经济遇难时他的观点一
度遭到误解，但在宗庆后身上，这份企业
家的深沉情怀始终不变。

2016 年 12 月 25 日，央视请来多位

企业家探讨中国制造业日子不怎么好过
的问题。其间，主持人谈及新零售、新制
造、新技术、新金融、新资源，可能会构筑
一个新的世界这一观点时，宗庆后说：“唯
有新技术最值得实体经济去借鉴”“我认
为除了新技术以外，其他都是胡说八道”。

老爷子说话向来耿直，此举却让宗
庆后被打上了“缺乏创新”“思维守旧”

“跟不上时代”的标签。
事实上，这样的误解背后，是宗庆后

对于中国制造过去、现在、未来的深深情
感，是对实体经济的拳拳之心。

他曾无数次在互联网金融火爆时大
声疾呼：要大力发展实业，发展制造业，不
要把虚拟经济搞过头。实体经济特别是制
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本、富民之本。

“互联网对我们是有影响，但最大的
影响还是网上的谣言。”多年后，宗庆后
曾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回应：“实体
经济和虚拟电商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双
方想要获得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建立一
种相互依赖的生态关系。”这也算是他对
之前大众刻板印象的一个有力回应。

员工大家长

2016年，宗庆后的一张照片登上了
各大媒体头条。网友@_惗念念拍摄了他

在高铁上偶遇的宗庆后，彼时他轻松自在
地坐在二等座上，还逗弄着邻座的小孩。

“我本就是穷人出身，不管别人怎么
看，这已经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自己
觉得挺自然舒服的。”宗庆后的勤俭低调
已成为习惯，但他对员工的关怀却像“大
家长”一样。

宗庆后不仅每年都会请留守员工一
起吃年夜饭，还坚持每年给员工涨工资，
2016年考虑到物价上涨较快，员工生活
压力较大，又在原核定年终奖额度的基
础上增加50%。

娃哈哈一次次成了网友羡慕的“别
人家的公司”，比如 2018 年起员工在儿
童节可以放假1天，陪伴孩子；拆除秋涛
基地食堂大楼，建成10万平方米的员工
公寓；为员工解决食堂、宿舍、班车等设
施，配置澡堂、健身房等生活配套。

“我认为企业家有能力了，应该主动
给员工增加收入，员工增加收入了，内需
拉起来，经济就活起来了，企业日子也好
过了。搞好企业要靠全体员工的努力，
如果员工和企业利益共享，那么企业也
会做得比较好。”宗庆后说。

停不下来的奔跑者

早上 7 时到公司，晚上 11 时才下班
是宗庆后的常态。宗庆后似乎从不疲
倦，始终保持着一副“奔跑”的姿态。

他坚持“活到老学到老”。从带领娃

哈哈开展多元化战略，入驻B站、联手盲
盒，到自己学会在微博上@女儿，进入直
播间和网友互动⋯⋯在大多数人决定躺
平的年纪，1945年出生的宗庆后依旧保
持着超强的好奇心和执行力，不断地刷
新大众的认知。

曾有记者问宗庆后，您总是那么精
力旺盛，动力何在？他仔细想了想，回答
道：“作为企业家，我担负着社会责任。
这份责任，有对员工的，有对消费者的，
还有产品供应链上各个环节上的人，让
我停不下来。”

宗庆后不愿意停下来，直到今年初，
一位浙商去娃哈哈集团拜访时，仍在办
公室看到他一边吸氧一边工作的情景。

这个困难与挑战并存的大气候下，
宗庆后这句“停不下来”，是对所有人的
精神馈赠。一代代浙商是从骑着三轮车
走街串巷的日子里走出来的，他们拥有
激流勇进中洞彻通透的大商气度，拥有
困难低谷中挽狂澜于既倒的坚韧意志，
再大的雨雪风霜，也吓不倒他们、喝不停
他们。这，就是一代代浙商最大的财富。

这些年来，在与第一代浙商的陆续告
别中，“四千精神”愈发闪亮，化作引领的光
束，照亮前行的道路。一次次破难开拓，一
代代新老传承，广大浙商依然努力成为创
新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者，担当有
我，攀峰有我，包容有我，出新有我。

难舍，不舍。告别，永记。浙商群
体，不会停下。

宗庆后留下的六个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