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诸城外贸，留下了许多国家领
导人的感慨，办公楼走廊里、会议室
的墙上，没有奢华的装修和装饰，处
处可见国家领导人在诸城外贸留下
的镜头，记录着一个地方企业受到
的“国家级”关注。

时任副总理吴仪到诸城外贸
时，被诸城特有的“鸡架子”征服，爱
上了这一口儿。

在中国食品界，王金友的名字
比诸城外贸响，不少国家干部领教
过王金友的“直接”、“敞亮”。

近段时间由于禽流感和食品安
全的事，本报每每约请王金友，他都
在所不辞：“没事，只要你们提前说，
只要我在国内，都会积极参与。”这
并不是他想出什么风头，更多的是
在尽一个行业领袖的责任。每次在
诸城相见深谈，王金友所言常是行
业，鲜少言及自家企业，即便是聊及
自家企业一些做得好的地方，他也
会跟记者举出在这方面做得不错的
同行别家企业。

1 . 80米的个头，回答问题爽快，
也风趣幽默。“鸡爪子上的一层黄
皮，我们让廉价的劳动力给剥掉，而
从发达国家进口的鸡爪子就带着
皮。在进口时，我们加上鸡爪不能带
皮这个标准，就能让发达国家增加
出口成本。”这是那年他在审议朱镕
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时的一句
话，逗得山东团代表们都笑了。

因为聊得痛快，许多消费者不
过瘾，要留王金友名片。和许多企业
家一样，王金友的名片上未印手机
号，但是，王金友让秘书递出的名片
上都特别增加了手写的个人手机号
码。他乐哈哈地说：“许多企业家都怕
骚扰，我不怕。对于养鸡这个行业，大
家有问题尽管问我，我尽我所能告
知，干企业的，特别是几十年干下来
的，我相信没有坏良心的，做食品良
心是底线。”

“我也希望，有生之年，能让消
费者对国内消费误区有更多理解和
思考，不能让鸡肉消费变成第二个
奶粉事件。国外的东西不见得都是
好的，只是我们出口的时候，外国对
我们有很严的检测标准，而我们进
口肉品时对外来产品却少有很严格
的标准。不能盲目迷信进口食品
啊。”王金友说。

他遗憾地表示，消费者关注更
多的是一些片面刺激的报道，而难
见到真正的数据。作为企业月月有
一线的数据。记者在王金友办公桌
上就看到一份上个月一项产品的出
口检测数据，数据显示在出口检测
时，中国产品的合格率远远高于许
多发达国家。

吃过饭，陪着消费者参观团进
实验室、车间，一直到下午4点半，65

岁的王金友大汗淋漓。当大家知道
这位董事长已经与癌症抗争多年
时，不少人眼睛湿润。这位中国肉鸡
行业的长者、这位勇敢的带头人依
然要闯，“我们要争取将产品出口到
更多国家，力争为这个行业再多踏
出条路，对国内肉鸡养殖也将是一
个极大带动！”

王金友看贸易壁垒：

这是一场倒逼
这对中国是好事
本报记者 张頔 摄影 左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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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日本等针对中国产品出口的一些技术标准过分苛刻，连他们自己也不一定能做到。这本来就

是一种贸易手段。

但在王金友看来，“外贸标准提高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外贸出口质量标准提高，会倒逼国内从养

殖环节到加工环节全面提高养殖水平，最终带动国内养殖技术提高。毕竟出口数量有限，受益最大的还

是我们自己的同胞。

“这些鸡肉包装好之后，就要
漂洋过海了吧。”在参观欧盟产品
加工车间时，消费者郑玉凤注意
到，诸城外贸对欧盟出口鸡肉产
品总量占了全国的40%，对日本
出口量占全国出口总量10%，对
马来西亚出口量占全国出口总量
的50%，是全国最大的肉鸡出口
生产基地之一。

这个禽肉出口“老大”来之不
易。

王金友坦言，诸城外贸能达
到目前的出口规模并非一帆风
顺，也是经过了多道难关的考验。
刚做出口生意时，“天不怕地不
怕，就怕外国来电话”，一接到日
本、欧洲的电话，大多是检测上出
了问题。

2001年，国内鸡肉制品出口
日本，由于检测标准不达标，日本
几次封关，公司直接损失了8000

万人民币，全国行业损失几十亿
美元。2002年1月，欧盟以从中国
进口的部分动物源性食品中含有
氯霉素残留和中国农药残留体系
未达到其要求为由，全面禁止从
中国进口动物源性产品，导致公
司一年少出口1万多吨鸡胸肉。

王金友介绍，如今各国口岸
都检测很细，把关很严，一旦发现
问题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轻者退
货，重者封关，损失相当惨重。产
品出口之后，还要接受该国消费
者检验，别说吃出问题，就是口感
不好，你在这个国家的市场就砸
了，几年甚至十几年别想再有产
品进入这个国家，因为外国人特
别讲究食品安全。所以，做禽肉产
品出口贸易的企业，整天都像在
走钢丝，闹不好就会栽跟头。

“有一种磺胺喹恶啉的药残，
欧盟的(检验)标准是0 .1PPM(百

万分率)，也就是说低于0 . 1PPM
就是安全的。美国的标准也是
0 . 1PPM，可是日本的标准是
0 . 02PPM，高了5倍。你说他的标
准定得合理不合理？可是他就是
这么定的。你要是达不到，他就给
你退货。”做了一辈子国际贸易，
王金友说起话来特别直爽。

“外国是不是故意刁难中国
企业，人为制造贸易壁垒呀？”消
费者亓观波愤愤不平。

王金友解释，针对我国产品出
口的一些技术标准，表面上看过分
苛刻，不过也有客观历史原因。

“大家知道，我国是一个传统
农业大国，长期以来一直围绕着解
决温饱问题做文章，顾不了产品品
质，更谈不上标准化生产，久而久
之，便在许多国外客户心理上造成
不良影响。他们通过筑起一些高门
槛，探探你的真假虚实。”王金友

说，事实上，这个标准连他们自己
国家也不一定能做到，但在老外那
里，这种苛刻的标准的作用更加接
近一种贸易手段。

“但是，无论怎样，外贸标准提
高不是坏事，而是好事。”王金友表
示。外贸出口质量标准提高后就会
倒逼国内从养殖环节到加工环节
全面提高养殖水平，最终带动国内
养殖技术提高。从食品质量的角度
讲，毕竟出口数量有限，受益最大
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同胞。

“你看，这些年我们中国食品
与养殖技术的提高多明显啊”。王
金友说，无论质量标准定得多高，
我们总有破解和跨越它的办法，
这就会从饲草等原料种植、到养
殖过程，再到食品加工、检测控制
等多方面全面提高食品质量，最
终推动养殖技术和检测技术进
步。

“其实，这也是一个误解”

董事长的
“餐桌公关”

本报记者 张頔 摄影 左庆

参观团的午饭安排在诸城
外贸公司餐厅就餐。

“吃个工厂饭儿。”王金友
招呼大家坐下，逐个给大家介
绍餐桌上摆的十来个花样的鸡
肉菜品：鸡肉串儿、鸡架子、鸡
爪子……“这个是出口欧盟的，
那个是出口日本的，还有国内
市场的产品，都是根据不同国
家口味调制的，今天都可以品
尝一下。”

“欧盟那些国家的人就爱
吃鸡胸鸡腿肉，而这些肉在我
们国内并不受欢迎，都说大白
肉没啥滋味儿。中国人爱吃的
鸡脖子、鸡爪子、鸡架子，他们
不爱吃。”王金友的诸城口音让
人觉得很亲切，“出口日本的鸡
肉还有做成樱花样子的，不知

道你们吃得惯吗，尝一尝。”
“来到诸城外贸，能吃上出

口的好鸡肉了。”一个参观团员
感叹。

王金友听后笑了笑，“其
实，这也是一个误解，诸城外贸
30%的产品出口，70%的产品销
往国内市场。可是这个比例是
这么算的：一只鸡出口的只是
鸡胸和鸡腿，这部分占比能占
到一只鸡能食部分的30%，就是
一只鸡有些部分是出口，有些
部分是销往国内。出口和内销
的其实都是一样的鸡，从养殖
到生产，标准都是一样的。”

王金友透露，“诸城外贸的产
品出口只占30%，而价值却占到
60%-70%。”他坦陈，有些出口的
同类产品也在国内销售，“但市场

上认便宜的消费者多，所以有时
候好东西卖不上好价。

一位女士吃了好几串鸡肉
串，又拿起了一串，“替我在国
外的女儿吃一串儿，平时真的
是对肉刻意回避，尤其是肉串
儿，不单单是减肥，还担心质
量，尤其是速成鸡、禽流感这些
事情出来，根本是吃不进去这
些东西的。今天这桌子上的鸡
肉，不少做法我都爱吃。”她咀
嚼着肉串儿，还念叨着，“包括
身边很多人都崇尚土鸡笨鸡，

对于肉食鸡有许多偏见。”
“不同的鸡有不同吃法，肉鸡

跟土鸡笨鸡比较，生长
周期短，肉就鲜嫩，煎
炸烤都好吃，若是土鸡
笨鸡这样做断然是出
不来这个味道的，土鸡
笨鸡适合炖，说土鸡笨
鸡就比肉鸡好，这些是
老辈人的老认识，以前
没这么好的肉鸡啊。”
王金友不厌其烦地普
及起来。

“干企业的，特别

是几十年干下来的，我

相信没有坏良心的，做

食品良心是底线。”
——— 王金友

一位行业领袖

要做“普及课”
本报记者 王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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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代表参观熟食车间。

格记者手记

王金友（中）全程陪同，回答消费者代表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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