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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红传天下 情真好想你

石聚彬：枣乡领跑“甜蜜的事业”

逢年过节，漫步街头
都可看到市民手提“好想
你”的场面。“好想你”枣
产品问世以来，短短几
年，以其独创的营销模
式，生产规模迅速扩大，
原料基地遍布河北、山
东、新疆、陕西等地，带动
了河南甚至全国枣农致
富，创造了奇迹。

晚报记者 王军方 文/图

前日上午，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门
口，各地游客人来人往。

郑州的王女士带着孙子来到好想你工业
园的中华枣文化博览中心，她说：“生活在城
市里的孩子，很少有人知道红枣、花生是怎么
来的。我今天带孙子来就是想让孩子长见
识。孩子在这里很开心，学到了不少红枣方
面的文化知识，他说，回去后要写一篇游记交
给我看。”

好想你科技示范园是游客的乐园，在这
里，游客不但可品尝农产品，还可尽兴游玩。
一颗颗红枣好像“红玛瑙”，为摘到高处的大
枣，有的搭人梯，有的爬树。孩子们在枣树下
拔花生、玩沙土、做游戏，玩得不亦乐乎。

示范园内的“百果园”，聚集了辣椒枣、轱

辘枣、磨盘枣等世界各地的奇特红枣品种，游
客参观过后直呼大开眼界。

中午，在示范园准备的有地道的农家饭，
柴鸡、红薯叶、煮毛豆、煮花生、红薯梗、马齿苋
等农家特色饭菜，让游客们大饱口福。

“在这里，鸡子是农民养的，菜是农民种
的，是地道的农家饭，吃起来味道很好，特别
是农家环境，是城里体验不到的。”郑州一旅
行社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每到周六、周日都向
这里发团。

“这几天，枣已经红了，吸引了郑州乃至周
边开封、许昌等地的游客前来游玩。”好想你公
司负责旅游接待的工作人员说。

枣乡文化节开幕的同时，周边枣农的生意
也红火起来。

“孟庄孟庄，到处沙岗，粮食不够，煮枣喝
汤。”这是当时在枣乡新郑流传着的一首顺口
溜，它真实地道出了当时孟庄人的生存状
态。在遍地沙石，不长粮食只长枣树的条件
下，唯有那旺盛的枣林不受贫瘠土地的约束，
年年为乡亲们送上甜蜜的果实，成为家乡人的

“救命果”。
上世纪80年代，一则“富裕起来的深圳人

喜欢用红枣煲汤调养身体”的新闻，让新郑
能人石聚彬兴奋不已。家乡不就是红枣的
故乡吗？

当年秋天，枣乡一片红火，鲜艳欲滴的红
枣挂满枝头，硕果累累，枣香四溢，一派丰收
的大好景象。石聚彬信心十足地走向了卖枣
的道路。然而，实际情况与自己的设想有距
离，此次并没有赚多少钱。

第二年，石聚彬了解市场行情后，再次出

击，终于赚取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2
万元，成为当地有名的“万元户”。

1988年，新郑再次迎来了红枣丰收年，乡
亲们把收获的红枣交到石聚彬手上，相信他
能让红枣在遥远的南方找到市场。春节前
夕，石聚彬带着乡亲们的血汗和希望——20
多吨大枣，踏上南下的征程。没想到，商家们
已纷纷抢占了商机，红枣市场已经饱和，到处
是积压的红枣。加上阴雨绵绵，红枣渐渐发
霉烂掉，石聚彬眼睁睁地看着乡亲们的汗水
和自己的心血付诸东流，不由心痛万分，这一
趟让他赔了5万多元。

但是，石聚彬并没有被击倒，而是开始着
手研究枣的历史、种植、保鲜、营养、深加工、
包装、储藏运输等方面的知识。

为给家乡的红枣寻找到一条可行的发展
道路，石聚彬对贩卖红枣产生的巨大损失，作

了深刻的反思，总结了大量宝贵的经验。石
聚彬还多次到深圳、广州等南方市场调查行
情，找农科院的专家教授请教相关问题。

通过大量调查研究，石聚彬认为，要想使
家乡富起来，必须走科技开发之路，搞红枣深
加工，才会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他与孟庄镇一领导人商量，将一果品加
工厂的一个车间承包下来。自主经营、自
负盈亏的模式，让石聚彬感觉到了不小的
压力，但石聚彬凭自己的经验还是看到了
希望。

1993 年 1 月，石聚彬成立了新郑奥星食
品厂。1997年兼并孟庄镇型砂厂成立河南省
新郑奥星实业有限公司（今年改制为“好想你
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生产的“好想
你”系列产品也走向了全国市场，新郑红枣在
全国名声大振。

石聚彬认为，一个企业要发展，必须走自
主创新、开发新品、追求持续进步的路子。好
想你公司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聘请专家顾问，
并与专业机构联合建立了专业产学研基地，
目前，公司已建立由专家、工程师等组成的研
发队伍，并且建立了河南省红枣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截至目前，好想你公司已成功开发专利
产品168件，公司的产品通过河南省科技成果
鉴定 8个，获得河南省科技进步奖 2个、郑州
市科技进步奖 4个、新郑市科技进步奖 8个，
形成了以新郑枣片、红枣干、枣博士、健康红
等十大系列200个单品产品架构。

用品质支撑品牌，用品牌打造市场，用市
场赢得利润，用利润反哺枣农，这是石聚彬一
直坚持的主导方针，十余年来他一直坚持并
完善着。

“好想你”专卖店遍及全国，就在这些店
面为当地市民提供健康枣产品时，巨大的原
枣收购让全国枣农不再为卖枣而发愁。作为
特产行业的领跑者，“好想你”已成为河南人
的骄傲，“好想你”已成为河南人礼尚往来、会
务宴请的首选礼品。

技术创新使好想你公司生产规模迅速扩
大。好想你从承包乡办企业一个车间、年加
工红枣 5吨、加工单一产品蜜枣的小企业，逐

渐发展成年收购红枣 3万吨的国家级农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原料收购范围覆盖河北、
山东、新疆、陕西等 5 个地方，年纳税 1600 万
元。“正是好想你持续的飞速发展，才解决了
枣农卖枣难的问题，使得红枣价格大大提高，
确保了农民既丰产又丰收。”一业内人士说。

“安全、卫生、营养”的生产理念和健康安
全的产品，这是好想你公司对社会最好的感
恩方式。8 个现代化车间、16 条现代化流水
线、清一色不锈钢仪器设备、GMP式万级净化
车间，还有低温万吨冷库、专用物流车、河南
省唯一一个红枣技术中心，源头检测、出厂检
验等层层把关，确保“好想你”产品品质。

4000名枣农受益“好想你”
从简单的产品加工，逐渐延伸到种植、冷库

保鲜等综合性企业，从最初的简单销售，后延展
到物流、专卖等领域，随着产业链条不断拉长，

“好想你”在行业中的主导地位日益凸现。
“好想你”形成了安农、带农、活农、支农、富

农和服务农民的路子。“安农”，在公司生产、销
售、运输等领域安排农民用工4000人。“带农”，
依托公司为支撑成立了5个红枣专业合作社、1
个红枣经纪人协会、1个枣乡青年中心，发展红
枣专业合作经纪人达到 360人，青年创业个体
老板1200人，合作社成员3000人。“活农”，通过
经纪人协会、青年中心等平台，使部分有头脑、
有激情的年轻人，自开门店、传播技术、贸易等
创业形式，开拓了新的就业模式，增加了收入，
在“好想你”1000 家专卖店中当地农民设立店
面达到 500家，经纪人年交易红枣量平均在 10
吨左右，最高年收入可达到80万元。“支农”，通
过无偿技术辅导、暂借资金、无偿培训等模式大
力支持农民提高技术。“富农”，市场活了，原料
缺了，价格也就跟着涨了，由此也产生了诸多万
元户、几十万元户和百万元户，使枣农大大增
收。兴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好想你”成了一
个大品牌。

好想你公司所处的高庄村常住人口 700
人，在公司上班人员达到300人之多，再加上外
出上班的人员，整个村庄成为一个空心村，大量
土地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公司领导审时度
势，提出“产业富民、企业带村”的大胆设想。
首先，公司将全村土地全部流转，建立富有特
色的万国现代园，以旅游、观光为主体旅游创
收，并再次分流农民为他们提供创收门路。其
次，用租金为全村旧房改造，建设新农村，改
善全村居住条件。再其次，免费建设文化大剧
院、福利院、幼儿园改善农民文化生活。最
后，对 14 岁以下、65 岁以上人员按月发放工
资，确保老有所养、幼有所教，以居住、文化、增
收带动农民致富，践行三农。

好想你股份制改造
拥有更大发展空间

好想你公司在不断扩大建设规模的同时，
更加注重产品生产质量安全管理，好想你公
司从 2008 年 6 月提出 HACCP 认证到 2009 年
6 月顺利拿到由华夏认证中心颁发的证书仅
用了 1年时间。HACCP是“危害分析和关键控
制点”的英文缩写，即对食品生产过程中所有潜
在生物的、物理的、化学的危害环节进行分析，
并制定预防对策，是国际上公认的控制食品安
全的有效手段。HACCP认证体系的获权将进
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安全，增强企业信誉度和市
场竞争力，成为企业进一步打开国际国内市场
的“敲门砖”。

好想你公司自从 2007 年在全国首次提出
“木本粮”这一新的概念，具有很好市场潜力的
木本粮已经逐渐走入人们的生活，以红枣、板
栗、核桃为代表的木本粮含有更多的矿物质元
素和微量元素，可以很好地解决人们的营养问
题，因此公司推出以“幸福情”、“好7”为代表的
木本粮来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通过木本
粮改善人们的膳食结构。好想你枣业是中国红
枣行业第一个通过科学的研究分析、提出“发展
木本粮食 红枣健康全人类”的企业，在中国红
枣行业率先提出了“良心工程，道德产业，倡导
膳食、健康理念”的理念，引领国内红枣行业向
健康合理的方向发展。

好想你公司现已和郑州百瑞创新资本投资
管理公司、深圳创新投资集团公司、北京秉原投
资有限公司建立合作关系，这些创投资金将作
为企业发展的长期资金，将会有源源不断的资
金流为企业今后的发展输送充足的血液。同时
这些资金改善公司股本结构，增强了公司投资
信誉度，也提高了公司影响力。目前这些资金
主要用于公司的长期投资，完善公司本部扩建
工作和新疆若羌建设分厂。今年9月6日，工商
部门向石聚彬颁发了“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

枣乡风情游迎来各地宾朋

历经磨难，“好想你”终于赢得市场

“好想你”依靠技术成为枣业龙头

质检人员在检测产品质量

石聚彬在新疆红枣基地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