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平

她，甘当个体户代言人

李莲英的右手， 打小缺了两根手

指。 1976 年， 19 岁的李莲英高中毕

业， 本想留在郑州找个工厂安安心心

当女工 ， 可没料几次面试都没了下

文， 就连做纸袋的福利工厂也没给她

机会。 “那就靠自己的木工手艺吃饭

吧！” 无奈的李莲英， 只能干起了个

体户。 可没想到， 这一干， 却让她干

出了响当当的名声。

那个年代， 社会上还流传着 “一

国营二集体， 不三不四干个体” 的说

法。 李莲英的父母， 年轻时虽也凭祖

传的木工手艺干过个体， 但自打上世

纪 50 年代起就进工厂老老实实当起

了模具工人 。 从小耳濡目染的李莲

英， 一边上学一边跟着父母看图纸、

学手艺。 尽管不慎落下右手残疾， 但

并没有妨碍李莲英练就一身出色的木

模制作手艺。 只要给她三张不同侧面

的模具平面图， 她的脑海里便会浮现

出模具的立体造型， 然后准确地制作

出来。

当时， 像印染厂、 纺织厂等有机

械设备和零件制作需求的工厂， 大都

需要制模， 而郑州当地的模具厂往往

来不及接下所有订单， 有些客户便找

到了手艺娴熟的李莲英。 “最开始只

能悄悄地接下订单， 然后到模具厂里

借场地做， 感觉就像模具厂的编外工

人 。 ” 李莲英回忆道 。 尽管是 “编

外 ”， 但她的日工资却能达到 8 元 。

一个月下来近两百元的收入， 比分别

是 7 级工和 6 级工的父母每月百元的

月薪着实多了不少。

随着 1978 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北京顺利召开， 改革开放的春风很

快也吹到了郑州 。 1979 年 ， 李莲英

成了当时郑州首批拿到营业执照的

“个体户 ”。 和当时多为小商小贩的

“个体户” 相比， 李莲英的这张个体

工商户执照上， 经营范围写的是 “木

模加工”。 “当时整个郑州做这个的

并不多 ， 我们又是第一家拿到执照

的， 所以生意很快就多到来不及做的

程度。” 李莲英记得， 当时她们将自

家庭院改成了家庭作坊， 一楼做工，

二楼堆料 。 闻讯赶来下单的工厂代

表， 常常排到了院子外。 作坊里， 除

了从白天忙到黑夜的李莲英自己， 父

母、 兄妹下了班也都会来帮忙。

1982 年 ， 这个名为 “红卫木模

加工厂” 的家庭作坊， 在短短 10 个

月内实现了收入突破万元的 “奇迹”。

那一年的李莲英， 才 25 岁。 刚结婚

的她， 存款就有三四千元， 而在那个

年代 ， 要配齐婚嫁必备的 “三转一

响”， 不过花费几百元。 同年 11 月，

郑州市小商小贩联合会成立。 一个月

后， 该组织正式更名为郑州市个体劳

动者协会。 成立之初， 协会共有 288

户个体户， 从业人员 531 人。 李莲英

作为其中的佼佼者， 当上了协会副会

长。 自此以后的 30 年， 李莲英成了

名副其实的 “个体户” 代言人， 始终

尽心尽力为当地个体工商户的权益奔

走呼吁。

长期致力于商业发展研究的河南

省商业研究所所长张进才告诉记者，

自从个体劳动者协会成立后， 越来越

多的郑州百姓心甘情愿加入到了个体

户队伍之中。 当时， 在郑州的大街小

巷， 出现了许多 “马路市场”。 1985

年， 郑州市政府决定对中原集贸市场

进行大规模改扩建。 由商户、 农民集

资筹集改扩建费用， 市场建成后， 再

将租金返还给集资者 。 众志成城之

下， 不过两三个月的时间， 长度超过 1

公里， 拥有近千个摊位的友爱路大型

市场就得以建成。 它的年营业额很快

由 300 多万元增至 3000 多万元。 此

后， 郑州市又兴建了花园路、 老坟岗、

中原三大封闭式集贸市场， 成功吸引

了全国各地的个体工商户前来参与。

1990年， 郑州市私营企业达 1051 户，

个体工商户也发展到 55523户。

“个体户刚起步的阶段， 大家最

在意的就是能去哪摆摊。 过了几年收

入都上去了， 合理降低各类收费便成

了关注的焦点 。 再往后到上世纪 90

年代， 一大批能人都下海单干了， 他

们更关心的， 是创业政策上的利好。”

李莲英回忆道。

李莲英没少为大伙的这些事操

心。 白天， 她会利用参加各种会议的

机会发表意见， 晚上回到家又埋头写

汇报材料 。 当上了郑州市人大代表

后， 每年人代会李莲英提的议案都和

个体工商户的命运息息相关。

“那时协会里的个体户都分小

组， 有组长。 有时， 到了年底税务部

门还没完成税收指标， 就会号召组长

们带头补税。 其实大家平日里都是正

常缴税的， 所以谁都不愿意再多缴，

但又迫于压力……我就把这个问题反

映到郑州市人大了， 后来市里就出台

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以任何理由

乱收费、 乱摊派， 侵犯个体户的合法

权益这一规定’。” 李莲英回忆道。

她清楚地记得， 在上世纪 80 年

代中后期， 郑州的分管副市长、 市长

乃至市委书记常常会亲自召集个体工

商户开会， 听取大家的心声， 为大家

解决实际问题。 也正是有了如此坚定

不移的支持， 郑州市的个体私营经济

得以迅猛发展， 像三全食品、 好想你

枣业这样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集团，

也相继涌现。 目前， 郑州市的个体工

商户已达 514638 户， 注册资本超过

1200 亿元 ， 私营企业达到 416505

户， 注册资本超过 26000 亿元。

她，跑西藏借钱盖华联

上世纪 90 年代初， 一则每晚在

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 “霸屏 ” 的广

告———“中原之行哪里去———郑州亚

细亚！” 让很多人至今记忆犹新。 随

后爆发在 “野太阳” 亚细亚和华联等

数家国营商场间的 “郑州商战” 更是

受到全国商界的瞩目。 中央电视台还

曾为此拍摄了 6 集专题纪录片 《商

战》， 一经播出更是引得全国各地的

“商战考察团” 齐聚郑州。

在当年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

郑州华联商厦的总经理张淑云是参与

其中的唯一 “女将”。 难能可贵的是，

时至今日， 尽管 “二七商圈” 几经起

落， 但年近 7 旬的张淑云， 依旧带领

着郑州华联的员工们砥砺向前。

张淑云的语速非常快。 她说， 这

是她当年做营业员时练就的本事。

1974 年 9 月 28 日， 郑州市纺织

品公司二七路店调来了一个挺着大肚

子的女营业员。 才上了三天班， 她就

去医院生下了女儿 。 让旁人惊讶的

是， 不过 14 个月后， 她又生下了一

个儿子。 “她来咱们店， 咋除了生娃

还是生娃？” 旁人议论纷纷。 她们口

中的她， 便是张淑云。

生性要强的张淑云当时就暗自憋

下了一股劲， 一定要做出点成绩让大

伙瞧瞧。 不到两岁的孩子被她送进了

幼儿园全托班， 张淑云也开始撸起袖

子干。 上午在店里当营业员卖货， 下

午她就蹬着三轮车去各处进货。 为了

尽可能扩大货源， 张淑云还经常会叫

上辆货车跑到开封等周边地市去进

货， 连个装卸工都不带， 自己就扛着

沉重的包装箱一件一件往车上运。

任劳任怨且业绩出色的张淑云

很快迎来了职场 “三连跳 ” 。 1982

年 ， 她被提 拔 为 商 店 的 副 经 理 。

1983 年 ， 她到河南省商业干部学校

脱产进修一年半 。 没料到进修学习

才一半 ， 1984 年张淑云又被任命为

郑州市纺织 品 公 司 的 副 总 经 理 。

1985 年 9 月 ， 张淑云升任郑州市纺

织品公司总经理。

回忆起这 “火箭” 般的速度， 张

淑云坦言当时的自己升一次哭一次：

“以前提拔人一点征兆都没， 也没有

事先找我谈话 ， 就直接在会上宣布

了。 我只是一心想把工作做好， 从来

没想过要去做当家人， 也不知道该怎

么做。” 心直口快的张淑云， 甚至还

会这样埋怨领导： “你们怎么一点也

不给我缓冲就任命了。”

尽管心怀忐忑 ， 35 岁就当上总

经理的张淑云还是勇敢接受了责任背

后的一系列挑战。 当时， 市场经济体

制逐步确立， “三多一少” 的商业体

系逐步兴起， 特别是布票的废除， 使

得纺织品公司经营出现了困难。 但张

淑云却大胆改革用人、 分配、 经营等

制度， 使得公司在第二年就跃居全国

同行业先进行列。

1986 年 ， 郑州市启动了较大规

模的旧城改造。 纺织品公司旗下的多

家百年老店面临被拆除的困境， 这些

店里的员工纷纷找到张淑云要求安排

新工作。 可这边还没安置好， 又有坏

消息传来， 就连区位最佳、 业绩最好

的二七塔店也要被拆除， 如此一来又

将有 200 多名员工面临下岗。

若就这样眼看着企业走向衰败，

那几百名职工的命运便成了未知数。

可国家不再下拨商品， 又该如何才能

让企业活下去呢？ 沉思过后， 张淑云

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想办法保住

二七塔附近这块商业宝地， 然后跳出

单一经营纺织品的局限， 建一座现代

化的综合性商厦。

手头没有一分钱就想建造价数千

万元的大型商场 ？ 在别人看来犹如

“痴人说梦” 的想法， 张淑云却铁了

心要实践下去。 先是跑遍了市里的各

相关委办局———旧城改造指挥部、 市

规划局、 市计委……然后张淑云找到

了当时分管旧城改造的副市长刘源。

刘源直截了当地问她： “如果我把地

给了你， 你去哪弄上千万元的建设资

金？” 张淑云答： “只要你把地给我，

我就算累死也要把楼盖起来！”

在号召职工内部集资凑了 100 万

元启动资金后， 张淑云开始频繁穿梭

在省市财政及金融部门之间。 从领导

的办公室找到家里， 一次次地游说领

导， 河南应该有一座集纺织、 针织、

服装等各类商品的大型现代化商场。

终于， 她的真诚陆续换回了一笔笔打

进商厦账户的借款。 建大厦的钱， 终

于凑齐了。

1989 年 10 月， 一座大型商厦在

二七塔旁拔地而起 ， 然而上千万元

的装修费又成了难题 。 当地能借钱

的门路 ， 已经被张淑云用尽了 。 当

时 ， 听说西藏有贷款的机会 ， 正在

住院的张淑云立即办了出院手续 ，

并邀请分管市领导一同前往拉萨 。

经过一番拉锯 ， 西藏这边同意贷款

100 多万元。 张淑云听了后， 委屈地

哭了 ， 没想到这一哭却感动了西藏

自治区财政厅的领导 。 财政厅负责

人亲自与日喀则市财政局联系 ， 希

望他们帮助一下这位远道而来的女

企业家。 在从拉萨去日喀则的路上，

张淑云因严重高原反应三度休克。 最

终， 西藏财政厅领导被张淑云的精神

所打动， 同意贷款 800 万元， 解了张

淑云燃眉之急。

同样是靠着张淑云的冲劲， 1990

年 9 月 1 号开业的新商厦， 成为内陆

地区第一家成功加盟华联集团的企

业， 挂上了郑州华联商厦的招牌。 当

时， 对面的亚细亚已开业一年多。 在

张淑云看来， 正是华联的加入， 正式

拉开了 “郑州商战” 的大幕。 “亚细

亚门口有三面旗， 我们门口有 19 面

全国华联集团成员单位的旗。 我们除

了举行升旗仪式， 还对员工进行军事

化训练。 他们是 ‘野太阳’， 我们竖

起的霓虹灯是 ‘国营’。 他们有 7 天

无理由退换货 ， 我们有贴心服务 15

条……我就不信， 老百姓会只去亚细

亚而不来华联。”

待商战硝烟散尽，年过半百的张淑

云又在随后几年带领着员工们完成了

难度不亚于借钱改楼的企业转制……

同样又是四处筹款， 在她的办公室抽

屉里， 至今还珍藏着七八本厚厚的记

事本， 上面记满了企业改制以来的借

还款信息， 从几千块到几百万元， 几

乎每一条她都能讲出故事。 用她的话

来说， 郑州华联就像自己的孩子， 员

工们就像张淑云自己的家人， 她身为

家长， 脑子里想的， 都是怎么能让他们

过得好。 今年， 虽然卸下了总经理一

职， 张淑云却依旧每天学习着商业新业

态。 眼下， 她的小目标， 是把较为当红

的一些新零售代表， 引入郑州华联， 用

“新酒” 为 “老瓶” 添活力。

她，闯出“网上丝绸之路”

放眼如今的郑州市 ， 东西南北

中各个方位都有成熟的新商圈 ， 老

百姓的生活便利度早有了极大的提

升 。 而让郑州市民倍感自豪的是 ，

如今在家门口就能轻松实现的 “买

全球卖全球”。

作为河南自贸区的首个跨境商

业综合体 ， 在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园

区的中大门国际购物中心 ， 汇集着

全世界 70 多个国家 10 万余种产品。

在这既能轻松买遍世界各国商品 ，

又能近距离体验琳琅满目的中国出

口产品 。 而在一墙之隔的河南保税

物流中心工作区 ， 无数跨境商品正

以 “秒通关 ” 的高速率便捷地被发

往全国各地。

这一切的实现， 和一个叫徐平的

女企业家， 息息相关。

1994 年 ， 徐平从河南大学外语

系毕业 。 分配到国家机关单位工作

没多久 ，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她去了

匈牙利 ， 负责国内地方政府在东欧

的外贸事宜 。 当时的匈牙利 ， 是欧

洲华商贸易货物的主要聚集地之一，

但由于当地缺乏中欧商贸交流的人

才 ， 常常有货物滞留在海关港口 。

一次偶然的机会 ， 英语流利的徐平

被朋友叫去帮忙与匈牙利海关沟通。

在她的帮助下 ， 朋友的货物顺利清

关 ， 而匈牙利海关的负责人也请求

徐平能帮他们疏通大量积压在口岸

的中国货物。

从那时起 ， 徐平开始与海关 、

商贸打起了交道 。 她清楚地记得 ，

当时不仅要学习提单 、 报关等基础

知识 ， 还要深入了解国际经济贸易

的背景及贸易壁垒……慢慢地 ， 徐

平也在欧洲有了自己的物流公司 ，

生意开展得红红火火 。 但在她内

心深处 ， 经商并不是她最理想的

选择 。

2001 年 ， 中国加入 WTO。 很

多中国企业认为国际贸易的机会

来了 ， 便开始大量中转货物发往

欧洲 。

然而徐平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

问题， 随着欧洲贸易技术壁垒提升，

在他们当时的监管协定中 ， 对中国

物品开出了限价底单 。 每件商品必

须以当时欧盟海关内部列出的最低

限价清单来申报 ， 低于限价清单的

一律不允许通过 ， 而这个限价清单

上的有些价格已经远远高于货物本

身 ， 相应的应纳税额也大大超出了

企业的承受范围 。 在徐平看来 ， 当

时已有大量货物滞留 ， 如果一直持

续下去 ， 对许多中国企业将是灾难

性的 。 于是 ， 她找出欧洲的法律 ，

每天逐字逐句去研究 ， 试图从中找

到解决之道。

一个月后 ， 徐平有 了 收 获 ：

“欧洲法 律 讲 究 ‘法 无 禁 止 皆 可

为 ’ ， 只要是合理合法都被允许 。

我发现欧洲法律对 ‘一个单体 ’ 这

个量词并没有严格的界定 ， 既然一

个个体是一个 ， 那么 ‘一件 ’ 和

‘一打 ’ 及 ‘一箱 ’ 都具有相同意

义 ， 这样一来就能降低申报价格 。

当时的海关负责人 ， 也认可了我这

种理解 。”

那是 2002 年的 9 月 。 随后的 3

个多月 ， 她带领团队帮助客户从当

地海关 “抢救 ” 出了 2.6 万个集装

箱 ， 甚至有客户感激地跪在了徐平

面前。 那一刻 ， 徐平动容了 ： “没

想到这个我曾经并不看好的职业 ，

关乎家庭的生死存亡 、 民族利益

乃至国家发展 ， 我一定要好好做

下去 。”

2008 年 5 月 ， 已回国发展事业

的徐平收购了香港高鹏集团全部股

权 ， 以 49%股权成为河南保税物流

中心第二大控股股东， 自此开始她在

跨境电商领域的深耕。 彼时的保税物

流中心周围还是一片荒芜， 跨境电商

在全国范围也是完完全全的新名词。

徐平带领着她的团队， 反反复复地找

专家、 一次一次地跑部委， 探索、 研

究和制定相关方案， 逐渐在不沿海、

不沿边的郑州， 创出了一套让全国同

行为之惊讶的 “河南模式”。

2010 年 12 月 8 日， 河南保税物

流中心通过国家四部委正式验收， 并

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正式开关运营。

2012 年 8 月 ， 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开

始承建国家级试点———郑州市跨境贸

易电子商务试点项目。 他们所推行的

“E 贸易”， 采取的是跨境购物保税进

口模式 （又称 1210 模式）， 由跨境电

商企业通过集中海外采购， 统一由海

外发至国内保税仓库， 当消费者网上

下单时由物流公司直接从保税仓库配

送至国内客户。 这一模式通过监管部

门、 平台企业和跨境电商共同携手合

作 ， 不断完善质量安全风险管控体

系， 通过商品备案、 风险监控、 企业

自检自控 3 种机制管控商品质量安

全 ， 有效控制了跨境电商的商品质

量。 该模式不仅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

的权威认可并在全国 15 个跨境贸易

试点城市推广， 今年更是被成功复制

到了卢森堡。

除此以外 ， 徐平带领团队成功

创新的 “关检三个一 ” “查验双随

机 ” “跨境秒通关 ” 等举措同样成

为行业临帖的模板 。 由此而来的 ，

是闻讯汇聚至此的重量级电商物流

企业 ， 以及源源不断扩大的进出口

规模 。

“2013 年 ， 在 ‘E 贸易 ’ 起步

初期 ， 海关走一单要用一天 。 2015

年， 速度变成每秒 2 单， 而现在的通

关效率， 是每秒 500 单。” 徐平自豪

地告诉记者， 如今， 在大家的共同努

力之下 ， 越走越宽的 “网上丝绸之

路” 正在让 “买全球卖全球” 这一目

标， 成为现实。

茛

张淑云

茛

当 时 她 们
将自家庭 院 改
成了家庭作坊 ，

一楼做工 ， 二
楼堆料 。 闻 讯
赶来下单 的 工
厂代表 ， 常 常
排到了院子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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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见证因商而兴的郑州蜕变
郑州 ， 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商都 。 早在 3600 年前 ，

商王朝在此建邦 ， 频繁的商品交换便在当地埋下了厚
重的商业基因 。 最近 40 年 ， 地处 “中国之中 ” 的郑
州市更是因商而兴 。 从上世纪 90 年代轰动全国的
“郑州商战 ” ， 到如今以 “买全球卖全球 ” 为目标发

展得风生水起的跨境电商贸易 ， 郑州借着改革开放的
春风 ， 在这 40 年间逐步实现了从内陆商贸城到国际
化商都的升级蜕变 。

身处发展的浪潮之中 ， 不少郑州人的命运 ， 也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 。 此次前往郑州采访 ， 记者在当地宣

传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三位颇具代表性的郑州女性 。

尽管工作岗位各不相同 ， 但她们都是改革开放的积
极实践者与开拓者 。 在她们的故事中 ， 你或许能找
到 ， 郑州这 40 年发展变化中的那一个个记忆深刻
的缩影 。

本报记者 王星

李莲英

茛

听 说 西 藏
有贷款的机会 ，

正在住院的张
淑云立即办了
出院手续 。 途
中 ， 高原反应
强烈的张淑云
甚至数度休克。

2013 年 ，

在 “E 贸易” 起

步初期， 海关走

一单要用一天 。

2015 年 ， 速 度

变成每秒 2 单 ，

而 现 在 是 每 秒

500 单。

▲上世纪 90 年代初，郑州一处露天市场。

荩2009 年郑州华联外景。

▲ 在 郑

州，“买全

球 卖 全

球 ”已逐

步 成 为

现实。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聚焦“一村一镇一县一市”·郑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