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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農村開超市，是程軍的又一大創新，很快
「農家超市」開進鄉鎮。超市裡賣起了鋤頭、化肥
和農用塑料薄膜，農民除了可以買到農資產品，
還可以買食品和生活用品。一家外資超市的高管
在特地看了中百倉儲幾個特色店後表示，「很佩
服，畢竟零售業發展到現在這個階段想有所創
新，難度不是一般。」
到農村開超市，扶貧還是作秀？程軍認為是為

了市場。他坦言，起初是因為首輪擴張後感覺還
有「餘力」，慢慢地感覺似乎找到一座取之不盡的
富礦，農村是最大的、也是最後的市場。
年輕時有過下鄉經歷的程軍從不否認自己的農

民情結，2003年選點，他專程回到下放地。那裡
的人們依然住 泥巴房，耕 傳統田。「與沿海
不同，中部的農村仍然落後。我曾帶人到農村收
豇豆，一位太婆賣了140元錢，給她錢，她不敢相
信，因為她從來沒賣過這麼多錢，沒有見過100元
面值的錢。回來路上我對大家說，比起他們，我
們是在天堂，我們怎麼幫幫他們？」
程軍說，中百倉儲一直堅持直接從農民手裡收

購貨源，免除了中間商渠道，避免了農民的利益
被不法商販侵佔。今年新一輪的物價上漲令各地
市長都親抓城市「菜籃子」問題，程軍也因此成
為武漢市長的「菜籃子」顧問，中百倉儲亦是穩
定武漢菜價的重要力量。

2006年底，紅心蛋風波席捲全國，波及港澳，湖北神丹集團的蛋產品被指含有
蘇丹紅。一夜之間，武漢各大超市紛紛將神丹產品撤櫃。撤還是不撤？程軍當機
立斷—撤掉被指有「涉紅」嫌疑的蛋品，但保留神丹的其他產品。這樣就出現
了風波中，偌大的湖北省只有中百倉儲還能見到神丹產品的景象。
當真「眾人皆醉而唯程軍獨醒」？程軍的解釋是，當時的情況只是涉嫌，而中

百也並沒有接到工商和質
檢部門的撤櫃通知，所以
中百有責任在保證市民食
品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
度地為供應商企業減少損
失，並催促神丹盡快配合
質檢部門，查明情況。後
來，國家質檢總局證實神
丹產品不存在「涉紅」問
題，中百對供應商負責任
的態度已深深留在供應商
的心中。

程軍做企業的責任感，源自曾祖母的教導。程軍的曾祖
母程樂瑞芳曾任金陵女子學院的舍監，是金大南京大屠殺
前留在南京的六名教職員之一。在紀念「南京大屠殺」64
周年前夕，有關人員整理原金陵女子學院零散檔案時，發
現了一部以親身經歷真實記錄侵華日軍罪行的3萬多字的
日記，它的主人就是時年62歲的程樂瑞芳。畢業於武昌護
士學校的程樂瑞芳本可頤養天年，卻在國難當頭時挺身而
出，負責難民所的膳食與宿舍，寫下了這首部由中國人自
己撰寫的《南京淪陷日記》。
程軍童年的記憶中，曾祖母教他做人的道理：「一是有

禮貌，二是真誠待人，三是飲水思源，知恩圖報。」曾祖
母告誡他，不論遇到什麼事情：「人格不能倒，信心不能
衰，忠誠不能變。」這位不凡老人的諄諄家訓讓程軍樹立
起自己的社會責任：「從她身上，我懂得什麼是愛國。愛
國才能盡責，愛崗才能敬業」。程軍偏愛一幅以他自己為原
型，挑 貨郎擔的漫畫，他說，「菜採田頭，瓜採地頭，
果採山頭，貨採源頭，走遍千山萬水，這是我的快樂」。

與外資超市抗衡的資本是什麼？程軍以急行
軍的速度一路攻城略地、完成對武漢「金邊銀
角」的佈局後，又迅速邁向武漢的黃陂、新
洲、江夏等市郊，完成「外資缺席」下的首輪
擴張。緊接 ，中百倉儲進入省內的宜昌、潛
江、咸寧、應城等二級城市，在2005年年底、
中國加入WTO後全面開放零售業的大限之期
到來之前，中百已經實現了「將紅旗插遍省內
二級城市」的計劃。

獨創跨省異地開店
2005年4月25日，中百倉儲加盟國際零售聯

盟組織IGA，成功地向國際化邁出了關鍵的一

步。正當本土超市與外資超市在武漢三鎮激戰
正酣時，程軍揮師西南進入重慶。一年後，他
出人意料地選擇重組，中百以現金出資，重慶
超市業五強之一的山城公司以18家門店、設備
等入股，雙方各佔五成股份。一夜之間，中百
陡增18家門店，實現低成本快步擴張。這一獨
創的跨省異地開店模式，揭開武漢連鎖業走向
全國、參與全球競爭的帷幕。
中百倉儲站穩了在武漢的超市王地位後，程

軍又在特色開闢上動起腦筋，高級超市是他構
思的下一個目標，而選擇理想的地段和商業項
目卻是一大難題。按照程軍的設想，高級超市
要入駐高檔百貨店，在武漢，新世界百貨是不

二選擇，然而這一設想卻一度遭到婉拒，對方
的理由很明確：路線不同，中百做平價，而新
世界做高端。炎熱的武漢夏日，程軍一次次登
門拜訪新世界百貨高層，有時候，由於對方太
忙，他一等就是一個多小時。
最終，轉機來了，程軍給新世界華中區總經

理黎安寫了一封信，詳細描述了對超市的設
想，他稱自己是用最原始的傳輸信息的方式，
講述最真誠的情感和最先進的理念。最終，黎
安被打動。就這樣，本土超市一手打造成功的
高端進口商品超市「生活劇場」在新世界百貨
中心店誕生，這也是新世界集團首次與武漢本
地超市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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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超市領航人

程軍，1961年出生，安徽歙縣人。他曾獲
得「2006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提名

獎」、「中國連鎖業十大搶眼人物」、「中國
連鎖業成就獎」、「見證中國連鎖業十年
（1997-2006年）十大新聞人物」。10年來，程
軍率領中百倉儲與外資超市激烈拚爭，不僅
生存了下來，而且牢牢掌握了湖北市場的話
語權。翻開武漢中百的2007年中報，公司營
業網點達到509家，其中中百倉儲超市93家
—武漢城區30家，湖北省內26家，重慶市37
家。到2006年，中百倉儲的年銷售額超過100
億元，武漢中百已經成為眾多外資超市最為
強勁的對手、業界的標桿。

「看圖說話」偷師家樂福
「什麼是超市？」程軍在10年前並不知道

答案。他曾經是百貨公司服裝部一名普通的
售貨員，當時超市還是一個令國人、起碼令
身居中部的湖北人感到陌生的概念。談起超
市，程軍首先想到的是在中國設立第一家賣
場的北京家樂福。到北京去「偷師」—程軍

打定了主意，於是開始了他的「偷師」之
旅。
在北京創益家店的家樂福裡裡外外轉了個

遍，程軍大開眼界。一行人拿出紙筆，把家
樂福賣場的分隔規劃、商品區設置甚至連洗
手間的位置都全部畫成草圖，再經過仔細校
對後帶回武漢。至於草圖上佈局設計安排的
理由，程軍沒有弄明白，不過按照圖紙上的
「超市」先做起來再說。程軍自己形容，那時
就像學齡前兒童在「看圖說話」。1998年6月
27日晚，程軍徹夜未眠，心情忐忑不安，翌
日，中百倉儲第一家店——武漢唐家墩店開
業，人山人海，當日進賬100萬元，大大超出
預計。

學習外資 分析市場需求
隨 家樂福、麥德龍、沃爾瑪等零售大鱷

陸續進入武漢，程軍的壓力倍增。他選擇了
另一種姿態——向外資學習。他派人守在幾
家外資超市的出口，把顧客買得最多的商品
記錄下來，比照 進行調整。外行看熱鬧，

內行看門道。麥德龍的「定力」、家樂福的
「特價」、沃爾瑪的貨物擺放規劃⋯⋯看 看

，程軍茅塞頓開：研究消費需求，才是零
售業成功的最大學問。分析洋超市的經營管
理和人才優勢，程軍認為「恐龍也有軟肋，
掌握拳術，找準穴位，並非無為可謀。」在
尋找差距中，程軍意識到，外資零售巨頭永
遠都是學習的榜樣，而不是競爭對手，中百
真正的競爭對手是消費者不斷變化的需求。
台灣超市專家樓學聖成了程軍的啟蒙老

師。樓先生認為，超市開門要做的第一件事
不是做清潔、上商品、換零鈔，而是打開電
腦，分析前一天的銷售構成，再佈置商品的
進銷調存—這給了程軍莫大的啟示。
1998年，中百倉儲在武漢首家將「放心肉」

引進超市。開始幾天連一頭豬都賣不完，趕
不上集貿市場的一個小攤主。經分析程軍發
現，超市賣肉採用分割式小包裝，但顧客不
接受。於是程軍恢復傳統的吊掛式售賣方
式，還聘請肉聯廠的下崗職工「主刀」，很快
「放心肉」的銷售看漲。

平價超市 打入高檔商場

曾祖母教會做人道理 紅心蛋風波 守穩陣地

■中百倉儲內景。

將超市開下鄉

■從農民手中直接採購農產品。

■程軍在農村超市查看待售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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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歲的劉慶華是三聯集團所屬蘆柴沖礦山
的礦長。去年，他成為三聯集團黨委發展的
第一個新黨員。
「入黨宣誓的時候心裡很激動，持續了40

年的一個夢，終於在三聯圓了。」劉慶華
說。
劉慶華1965年畢業於湖南冶金學院採礦

系，畢業後在湖南黃沙坪鉛鋅礦做技術工
作。從參加工作起，劉慶華曾先後寫過十幾
次入黨申請書，但每一次都沒通過組織審
查。
「組織上說我有歷史問題。我父親曾當過

國民黨軍隊的連長，解放前不知去向。當時
組織上去調查過，結論是我父親跑到台灣去
了。」
劉慶華剛參加工作的時候，正逢「文化大

革命」時期。有了這樣的「歷史問題」，基
本宣佈了劉慶華入黨夢的破滅，儘管他還在
一封接一封地寫 入黨申請。
1986年，劉慶華父親的問題終於被查清

了。「我父親解放前跑到了貴州，當了一名
普通工人，據說1961年就去世了。」
歷史跟劉慶華開了一個「玩笑」。21年過

去了，青春已經不在，當年的激情似乎也不
在了。所謂的「歷史問題」已不再是問題，
劉慶華卻沒有再寫過入黨申請。
1997年，劉慶華從黃沙坪鉛鋅礦退休，退

休前是該礦的副處級幹部。1991年到1995年
期間，還擔任過湖南省郴州市的政協委員。
至於劉慶華如何從湖南來到雲南，最後到

三聯集團工作，說起來是一段頗有趣的經
歷。
「退休後，我自己開了兩年煤礦，賺了一

些錢。到雲南本來是想投資礦業的，結果投
資項目沒談成，人卻留下來了。」
劉慶華留下來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雲南

的氣候好，捨不得離開。」另一個重要原
因，是他經人介紹，來到三聯集團工作。
在三聯集團，劉慶華彷彿煥發了人生的第

二個青春。他先是在蘆柴沖礦山做採礦工程

師，由於工作努力，「以礦為家」，又有深
厚的技術功底，很快得到了三聯集團的重
用。2004年劉慶華被任命為蘆柴沖礦山副礦
長，2005年又被任命為蘆柴沖礦山的礦長。
工作上的投入，激發劉慶華重新拾起了那

個埋藏了近40年的夢想。2005年，劉慶華向
三聯集團黨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
「我是礦長，要起帶頭和表率作用，所以

又有了入黨的念頭，黨員是先鋒，是模範
嘛。」
三聯集團黨委對劉慶華的入黨申請很重

視，鑒於劉慶華的出色表現，黨委會一致通
過發展劉慶華為三聯集團的新黨員。
劉慶華說他現在並不缺錢，妻子在廣東做

房地產生意，有近千萬的身家。他工作的唯
一目的，就是希望把自己一輩子學到的技術
貢獻出來。
「現在是共產黨員了，更要發揮餘熱，為

企業為社會多做點貢獻。我準備再幹上五六
年，到幹不動了為止。」

建黨委很有必要
「集團成立之後，目前擁有三個子公司，下一步還要成

立更多的子公司。集團發展壯大了，人員也大大增加。新
加入的人員中流動黨員比較多，而且這些黨員大多是公司
的骨幹，原來的三聯公司黨支部已經不能滿足對黨員管理
和教育的需要，所以我們產生了成立黨委的想法。當然，
這和我們董事長的大力支持是分不開的。」
三聯集團董事長巫凱誠先生是香港著名的愛國商人，在

多個愛國團體中任職。談起在三聯集團建立黨委的
初衷，巫凱誠說：「我雖然不是黨內人士，但與黨
合作多年，又在內地投資礦業十幾年，對黨的認識
比較深。黨在把握大方向以及企業文化建設等方面
的作用是很明顯的，對企業的發展有利無害，所以
我認為在我們集團建立黨委很有必要。」

糾正職工錯誤思想
三聯集團黨委成立之後，很快就在職工的思想教

育方面發揮了自己的優勢。
當時在三聯集團的少數職工中存在這樣一種思

想，認為自己是「給資本家打工的」，幹得再多再好
也沒什麼意義，所以勞動積極性不高。三聯集團黨
委及時發現了這一思想苗頭，通過開會和個別談話
等方式教育職工，及時化解了少數職工心裡的「疙
瘩」。
「我們跟職工講，黨的基本方針路線明確指出，非公經

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公有制經濟
的有力補充。所以在外資企業工作，只要努力，同樣可以
實現人生價值。通過反覆做思想工作，有錯誤想法的職工
基本都轉變了觀念，勞動積極性大大提高。」何仲強說。

愛心捐贈凝聚人心
不管是國有企業還是外資企業，黨委都是企業文化建設

的主力軍。而打造團隊精神，凝聚職工人心是企業文化建
設的重要內容。在這方面，三聯集團黨委也做了大量工
作。
今年3月，三聯集團職工張葉琴的丈夫患肝癌晚期住院

治療。一天2000多元的治療費讓這個本來就不富裕的家庭
陷入困境。在這種情況下，三聯集團黨委發出了愛心捐款
的倡議，號召全體職工伸出援助之手，幫助這個不幸的家
庭渡過難關。
「集團的所有黨員和很多職工都捐了款，總共大約13000

多元。有個平常省吃儉用的老同志，毫不猶豫地捐了500
元。」三聯集團黨委副書記趙仕新說。
這次愛心捐贈，雖然沒能挽回張葉琴丈夫的生命，但通

過這次活動，大大激發了三聯集團職工「同舟共濟、有難

同當」的精神品質，企業的凝聚力明顯增強。

助推和諧礦山建設
三聯集團屬於礦業企業，礦山和工廠基本都在偏遠山

區，礦業企業相對的高利潤和周圍村莊的貧窮落後形成了
鮮明對比，工農矛盾比較突出。
為此，三聯集團董事長巫凱誠提出了建設「和諧礦

山」、「和諧廠區」的思路，通過積極參與當地的新農村
建設以及將農民轉化為產業工人等方式，幫助周圍農民脫
貧致富，從根本上化解工農矛盾。
在貫徹執行這一思路的過程中，三聯集團黨委發揮了很

大作用。他們經常與當地農村基層黨組織進行溝通，將了

解到的情況反饋給集團公司，建議集團公司為當地解決實
際困難，從而大大密切了工農關係。
「現在凱硯選廠所在的三塘村，黨支部成員基本上都在

選廠工作，我們還準備與他們成立聯合黨支部，進一步加
強交流與合作。」何仲強說。

湧現一批優秀黨員
三聯集團的黨員中，大多數工作表現都不錯，有些還擔

任不同層次的管理職務，也湧現出一批優秀黨員。
凱硯選廠廠長唐勇軍就是其中的一個。由於工作

的關係，唐勇軍經常會接到客戶請吃請玩的邀請，
但他從來都是一口回絕。有一次，一個供貨商包了
3000元的紅包送給他，唐勇軍毫不猶豫地上繳給了
集團公司。
「這樣的先進事跡，黨委認為應該表揚，以在企

業中倡導一種不貪小利、不忘大義的正氣，所以我
們建議集團給予唐勇軍一定的獎勵。集團採納了我
們的意見，獎勵唐勇軍5000元。」何仲強說。
今年年初，唐勇軍被評為硯山縣「2006年度優秀

共產黨員」。

大力發展新黨員
要想在企業發展中發揮更大作用，不斷發展新黨

員，壯大黨員隊伍，擴大黨的影響力，吸引更多的
人向黨組織靠攏無疑非常重要。

「黨委和以前黨支部的最大區別是，黨委可以自主發展
新黨員。自我們黨委成立之後，我們已經發展了8名新黨
員。」何仲強說。
三聯集團財務科的杜梅是今年入黨的新黨員。當問及她

如何產生入黨的念頭時，杜梅說：「我們公司的老黨員基
本都是公司的骨幹，在平常的工作中處處起到了模範帶頭
作用，在他們的影響和鼓舞下，我也想以黨員的標準來要
求自己，成為他們中的一員。」
對三聯集團黨委成立以來所做的工作，三聯集團董事長

巫凱誠給予了高度評價。「成立兩年以來，集團黨委工作
努力，成效顯著，確確實實為企業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
對他們的工作，我和董事會都非常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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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麗是三聯集團所屬三聯酒店的工作人員，負責
幫客人預訂機票。看上去精明幹練的她還有另一個
身份——三聯酒店女子民兵排的第二任排長。
「不要小看我們啊，我們可是經過正規訓練的。

射擊你肯定不是我的對手，實彈射擊，我十發十中
呢。」金麗笑 說。
在企業中設立民兵組織，在和平年代已不太多

見，在外資企業中設立女子民兵組織，無疑更加令
人好奇。
「這個民兵排成立於2003年，成立時很轟動，雲

南省軍區、文山軍分區的首長都給予了很高評價。
成立這個女子民兵排，首先是貫徹國家關於城市民
兵調整的要求，另外也是樹立企業形象、提示員工
素質、促進企業管理的需要。」三聯集團黨委書記
何仲強說。
如今在三聯集團新凱公司工作的張永洪是轉業軍

人出身，當初女子民兵排組建時，就是他挑選的人
員。
「當時挑了22個人，年齡在18歲到28歲之間，標

準是思想政治強，身體素質好，文化程度高，業務
技能精湛。根據實際情況，組成了1個排長，3個班
長和18個民兵的管理體制。」張永洪說。
幾年中，女子民兵排接受了國防知識教育，進行

了單兵隊列、輕武器實彈射擊和軍體拳等科目訓
練，還接受了公司組織的電腦培訓。
「我們一年訓練兩次，每次至少一個星期。第一

次訓練的時間最長，有一個多月吧。訓練還是挺艱
苦的，都是請正規部隊的教官帶我們。第一次訓練
的時候，有兩個同事累暈倒了。」金麗說。
「我們成立這個民兵組織，不是擺『花架子』

的，而是要達到『拉得出，用得上，起作用的目
的，所以艱苦訓練是必須的。」何仲強說。
女子民兵排成立至今已經接近四年，由於工作變

動等原因，人員變化比較大，但這支民兵隊伍卻沒
有散，而是「走一個補一個」，22人的隊伍規模一直
保持到現在。
周亞芳是從組建開始一直在隊伍中的「老民兵」

之一。談到這幾年參加女子民兵排訓練的感受，她
說：「其實對我們鍛煉還是挺大的。雖然現在是和
平年代，不太可能拉我們出去打仗，但對提高身體
素質，培養我們的團隊精神和吃苦耐勞精神，都有
很大幫助。」

「我們可能是雲南省第一家主動申請建立黨組織的港
資企業。」三聯集團黨委書記何仲強說。
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三聯集團還未成立前，其前身

三聯公司就已經建立了黨支部。2005年底，經中共硯山
縣委批准，三聯集團黨委正式成立。
何仲強是轉業軍人，轉業前任硯山縣武裝部政委，上

校軍銜。從事黨的工作多年，何仲強對在外資企業中建
立黨委的意義有深刻的認識。「在外資企業中建立黨組
織，不但可以幫助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更好地理解和執行
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而且對凝聚人心、發揮黨員優
勢、促進企業發展，都會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報駐雲南記者 周亞明、原曉暉

女子民兵排：
我們不是「花架子」

劉慶華：圓了40年的入黨夢

■「颯爽英姿五尺槍，曙光初照演兵場。中華兒女
多奇志，不愛紅妝愛武裝。」圖為三聯集團女子民
兵排在列隊訓練。

■三聯集團董事長巫凱誠（中）今年7月14日陪同中聯辦有關領導，聽取鋰基膨潤土
生產情況匯報。

■三聯集團捐建的希望小學

■滇港合作三聯企業集團在追求自身發展目標的同時，自覺承擔社
會責任。圖為三聯集團與地方政府簽訂和諧礦山建設協議。

■由三聯集團出資興辦的文山州民族職業技
術學校硯山分校成立慶典

港資企業也要建黨委

■三聯集團負責人向文山州政協委員視察組匯報項目開發情況

（本版圖片除署名外，均由三聯集團辦公室提供）

■由於業績突出，凱硯選礦廠廠長唐勇軍受到集團黨委表彰，並被中共硯
山縣委評為「2006年度優秀黨員」。

■三聯集團黨委書記何仲強說：「在外資企業中建立黨
組織，對凝聚人心、發揮黨員優勢、促進企業發展，都
會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攝影：本報記者原曉暉

（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