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唉，我跟你说，现在做小食品真的好

难。 ”面对记者的提问，老何甩了甩手，一

副不提也罢的样子，长长地叹了口气。

38 岁的老何身穿棕色皮衣， 留着分

头，小眼睛，从外表上看，跟一个普通的农

民工没太大区别。 只有在他说话或是思考

的时候，眯成一条缝的小眼睛里，才会透

出商人的精明与世故。

在老何看来， 郑州的小食品之所以

接连“出事”， 主要原因在于， 随着“正

规军” 的聚集， 受利益驱动和监管缺失，

黑作坊开始滋生， 最终导致“一只老鼠

坏了一锅汤”。

十八里河镇柴郭村村民“阿杜”介绍，

黑作坊生产，往往投入少，收益大。“起步

资金不过几千元，租个五六百平方米的厂

房，临时招十来个人，一天能出上千件货。

一个老板干了 3 个月， 就买了辆别克轿

车。 开始还只是麻辣食品，后来发展到只

要是吃的都能生产，有的还是‘名牌’。 ”

老何本是江西人，因为妻子来自湖南

省平江县———当地盛产各种麻辣食品，随

即进入小食品行业， 后辗转来到郑州市，

“从业”至今已经 10 年有余了。

“虽然我人不算老，但是在这个行业

干得久了，所以他们就叫我老何。 ”老何满

嘴湖南口音的普通话，浓重得就像他周身

散发出的麻辣味。

2011 年 4 月份，因为招工困难、成本

增加等因素，老何把自己的麻辣食品作坊

从江西南昌迁到了郑州。 为了扩大产能，

老何还从亲戚朋友那里借了 20 多万元。

“在我们业内有句话，做小食品的，如果在

郑州赚不了钱 ， 在别的地方也就不用干

了。 因为郑州有全国最大最有名的小食品

市场， 各地的经销商都会来这里进货，可

以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

“便利的交通、低廉的采购成本、丰富

的劳动力资源，多重优势叠加 ，推动了小

食品产业链的形成和完善，并带动了第三

产业的繁荣。 十八里河镇的户籍人口仅有

3 万人左右，而小食品产业聚集后，外来人

口达到了常住人口的数倍。 ”老何补充。

“天有不测风云”。 就在老何踌躇满

志，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那场针对小食

品加工厂的整治风暴不期而至。

“那时过来刚安顿好，就赶上整治行

动，不管有证无证，都得搬走，我们被赶得

东躲西藏，一下子就懵了。 ”老何说。

老何的一个老乡， 刚刚租了厂房，把

生产机器通过物流发过来，眼看着风暴骤

起，干脆直接将机器转手他人，彻底不干

了； 老何的表弟， 此前已经在郑州干了 3

年的小食品生产， 被迫搬迁至新乡市，租

了个 2000 多平方米的厂房，但因为证件尚

未办齐就开始生产，遭到停产整顿 ，后来

转行卖建材去了。

迫于无奈，老何一度将他在十八里河

镇投产的食品作坊转移至河南省汝州市，

然而春节过后，又悄悄地搬了回来，目前

在一个“三不管”的地方。 他承认，类似“回

流”并非个别现象。

“下面虽然可以办到生产许可证，采

购原料还是得到郑州来， 成本增加太多，

但是这边一律停办生产许可证，实在是两

难。 ”老何说。

眼看着不少同行或者搬迁，或者转入

地下生产，老何仍在“固执”地等待 ，但也

有了更多的思考：“说起郑州的小食品，最

红火的时候，外地产品纷纷假冒仿造， 每

件货品高出 5 元钱还很抢手，现在经销商

一听说是郑州的牌子，便宜好多人家还不

敢要。 这样的变化令人痛心，教训也很深

刻。 ”

老何认为，长远来看，对于郑州的小

食品产业来说，眼下经历的低谷未必是件

坏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看到，今后食

品生产的方向 ， 就是要做大做强做出品

牌，小打小闹小作坊肯定会被淘汰。 政府

如果处理得好，就会促进行业洗牌，推进

转型升级，处理得不好，就会错失良机。 ”

(据《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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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访郑州小食品黑作坊 :

自家孩子不吃 干仨月买辆“别克”

推开虚掩的门走进去， 伴随着轰鸣的机

器声，一股浓烈的麻辣味扑鼻而来。

大约 20 平方米的房间内， 灯光昏黄，几

张报纸糊住了唯一的窗户。 正对门的地上，是

一摊红红绿绿萝卜丝样的东西。 机器上裹满

油污，看不出本来面目。 几个装着黄色液体的

大号塑料桶， 以及墙角堆放的几十袋白色面

粉，很是显眼。 门口的操作台上，微型台秤、生

锈的剪刀、 已经开了口的瓶瓶罐罐胡乱地摆

放在一起，其中两瓶绿色、暗红色的粉末，分

别是名为果糖和日落黄的食品添加剂， 一袋

白色粉末为甜蜜素。

一个 40 岁左右、未作任何防护的工人进

来，跨过摊放在地下的原材料，走到轰鸣的机

器跟前，添加了一瓢面粉、辣椒面和食品添加

剂的混合物。

与此同时，在另一个房间内，两台长长的

面板上， 堆放着刚刚生产出来的成品———黄

色、绿色的仿佛虾米状的小辣条，七八个老年

妇女分坐在面板两边，熟练地进行封装。 透明

的包装袋比扑克牌略小，没有任何标识。

在不久前的一次暗访中， 记者在位于郑

州市二七区侯寨乡大田垌村的一户民房里目

击了上述场景。 现场种种迹象显示，这是一处

生产麻辣小食品的典型黑作坊， 而且已经生

产了相当长的时间。

2011 年 5 月 22 日，北京市查处

60 种不合格调味面制食品，有 53 种

出自河南，其中 36 种集中在十八里

河镇所属的郑州市管城区。 7 月 12

日， 媒体曝光郑州和新乡十几家加

工厂生产含“毒”沙琪玛。 随后，郑州

市重拳整治小食品企业。

记者调查发现，风暴过后，确有

不少小食品企业关门停产或迁往外

地，但另一方面，一些企业在短暂的

“休整”之后开始回流，原有的黑作

坊则转入更为隐蔽的地方继续非法

生产。

在国内著名的小食品重镇———

郑州市管城区十八里河镇的柴郭

村，街道上冷冷清清，随处是“厂房

出租” 的告示。 但稍加留意就会发

现， 空气中飘散着一股刺鼻的麻辣

味， 销售食品添加剂的广告牌仍然

立在村口，专门制造、维修麻辣食品

机械的门市也照常营业。

当记者以供应面粉为由打探小

食品作坊时， 村民警惕地表示：“正

在生产的有十几家，但都在院子里，

得自己去找。 ”

线人“大根”告诉记者，在大田

垌村，类似的地下作坊不止一家，多

是湖南、福建的老板前来投资，租用

村里的房子，“进户电线特别粗的，

都是有生产机器的， 规模大的还配

有变压器”，主要生产麻辣小食品和

小面包，以前者居多。

“一个普通的小作坊， 两台机

器， 一天下来就能生产几百件货，

够装满三辆农用三轮车。 正常生产

的时候， 往往大门紧闭， 只有工人

早上进场或中午外出吃饭的时候，

才会暂时打开。 因为卫生条件太

差 ， 自家的孩子都不会吃这些食

品。 ”他说。

一位曾从事过作坊生产的小老

板介绍，所谓的麻辣食品，其实最主

要的原料就是面粉，此外还有盐、添

加剂、 辣椒粉等， 通过机器混合搅

拌、 挤压成型， 然后进行切割和包

装。“一般来说，作坊生产并没有严

格标准，原料配比都是跟着感觉走，

只要达到又咸又辣的效果就可以

了。 至于包装，直接给纸箱厂打个电

话，要什么有什么，还有的干脆就是

什么标识都没有的‘白包’。 ”这位小

老板说。

一位专门拉送小食品的货车司

机大飞说， 现在的小食品作坊虽然

多数仍在城郊接合部， 但和以前相

比，由扎堆变成分散，地点也更偏僻

和隐蔽，“多次打击后， 大家都变得

更加小心，即使增加运输成本，也要

保证安全。 ”

来自湖南省平江县的何老板介

绍，去年整治后，他此前在十八里河

镇投产的麻辣食品作坊被迫迁往河

南省汝州市，但年后又搬回郑州，目

前在一个“三不管”的地方。

大飞介绍， 红火的小食品市场

背后，是一条灰色的产销链。“黑作

坊完成生产包装后，要么走物流，要

么发往郑州几大食品城， 再由经销

商逐级外销 ， 最终从地下转到地

上。 ”

连日采访后，记者发现，每到早

晚，在十八里河镇附近的道路上，就

会出现运送面粉或小食品包装箱的

各式货车， 也有很多满载小食品的

车辆，往来穿梭，很是热闹。

在郑州市最大的食品综合批发

市场———万客来食品城 (简称万客

来 )，记者看到，里面店铺密密麻麻，

一家挨着一家，大的几十平方米，小

的仅有几平方米，人力三轮、厢式货

车等各种车辆， 加上前来进货的各

路客商，占满了道路。

在一家食品店里， 一位来自甘

肃的经销商当场采购了 6000 多元

的货。 在另一家几平方米的门面里，

当记者打听一款“白包”小食品的价

格时， 老板娘表示， 所有的货只批

发，不零卖。 她同时很警惕地说：“看

你就不像是来进货的。 ”

知情人介绍， 小食品产销方式

多为“前店后坊”，通常食品城的门

店只是进行展示，并不囤货。 客商看

好货品下了订单， 店主会和厂家联

系，然后直接通过物流发货。

问题小食品大多“进村”

由于问题小食品成本低、包装花哨、卫生状况差，

其日常消费群体主要是中小学生，尤其是农村地区的

中小学生。

在郑州南三环附近一家物流公司院内， 记者看

到，工人们正忙着将小货车上的货物转移至一辆大型

卡车上。 老板告诉记者，该公司走的是郑州至西安专

线，主要货物就是各种小食品。因为便宜，大部分都流

向了农村市场。

河南省兰考县农民老王说， 家里有个上学的孩

子，每月都会给十多元零花钱，多数时候都拿去买零

食吃了。

河南省食安委办公室监督检查处工作人员介绍，

在不久前的一次暗访中，也发现了非法生产的麻辣小

食品流入县乡农村超市的情况。

河南省上蔡县一基层工商所工作人员介绍，根据

以往检查结果，问题食品流向农村市场，尤其是中小

学校周边商店，这一趋势越来越突出。

他说，仅从外包装上看，形形色色的小食品就存

在不少问题：一是随意起名，比如糖果不叫糖果，却标

称为“爱挑豆”、“情豆初开”等；二是有名无实，比如名

为“羊肉串”、“南京板鸭”等，实质上只是豆制品或膨

化食品；三是绝大多数产品都有各种香精、色素等添

加剂，有的配料仅有两三种，添加剂却有七八种之多。

“去年查处的含‘毒’沙琪玛，就是用化学品硼砂

替代焦糖，对于身体正在发育的孩子来说，长期食用

后果不堪设想。 ”该工作人员说。

双管齐下破解监管难

由生产至流通，线人“大根”认为，问题小食品之

所以“打而不死，禁而不绝”，表面看是因为加工地点

隐蔽、成本小利润高，但深层次的背景则是监管思路

过于简单。“食品安全是高压线，平时不怎么管，有问

题后又一律‘重拳整治’，比如去年出事后，十八里河

镇就要求，所有小食品生产商都要搬迁，连原本正规

的厂家也被逼成了游击队，黑作坊只能越打越多。 ”

郑州长通商贸城招商部有关人士介绍，河南是重

要的粮油大省、人口大省，加上交通优势明显，物流业

发达， 经过多年发展， 围绕郑州市及附近的新郑、中

牟、新密、荥阳等地，已经形成了一条小食品产业带。

“多年发展和积累的产业，走到现在非常不容易。如果

因为出了点问题就赶尽杀绝，岂不是因噎废食？ ”

据了解，除万客来、长通商贸城外，郑州市目前还

有华中食品城、黄河食品城等多个大型食品综合批发

市场。 紧邻万客来的南三环附近，分布有大小数百家

物流公司，借助中部地区发达的交通，由此形成国内

知名的食品集散地。

业内人士认为，作为粮食大省，食品加工业是河

南重要的支柱产业，“小食品是大市场， 对于这一行

业，一定要一手抓管理，一手抓服务，在打击违法犯罪

行为的同时，还要进行帮助、引导和规范，努力实现产

业升级。 ”

非法生产出现“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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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公开的灰色产销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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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钱快：干 3个月买辆“别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