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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羊肠带来的财富裂变
——记“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哈密长河集团领军人物韩俊平

■ 付建新 杨发展

结束语：荣誉是美德的回报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有付出才有回报。任何一种善举都和美德有关，而荣誉恰恰就是美德的回报。

韩俊平在奉献社会的同时也收获着人们的回报。哈密长河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先后荣获“国家级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全国双优外商投资企业”、“自治区质量管理先进企业”、“自治区重点龙头企业”、“自治区重点支持的

30 户民营企业”、“自治区外贸出口先进生产企业”等称号。企业的带头人——韩俊平被评为“2004 年全国畜牧富

民功勋人物”，自治区总工会授予其“优秀职工之友”称号。2005 年，韩俊平还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

“自治区级劳动模范”。2009 年，韩俊平领导下的长河集团被国家农业部评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和

“全国农产品加工创业基地”，2010 年荣获“哈密地区民族团结先进私营企业”的称号。

在新疆哈密，提起韩俊平，不一定家喻户晓，但提起“韩肠子”以及他的肠衣加工公司那却是老少皆知的。韩俊平，这个河南汉

子，在哈密，无疑成了一个神话般的人物，也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1953 年 6 月，韩俊平出生在河南沈丘县

一个农民家里。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没几

年，刚经过战争洗礼的中原大地，物资非常匮

乏。韩俊平的母亲在他 3 岁时就不幸过世

了，他 的 童 年 可 以 说 是 在 饥 寒 交 迫 中 度 过

的。逐渐长大的韩俊平为了温饱而奋斗，他

曾在河南平舆县呆了 16 年，陆续靠打零工、

拉板车赚钱谋生。都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梦

想，而韩俊平也同样怀揣梦想。在 1985 年，

而立之年的韩俊平攒够了 50 元钱，搭顺风车

来到了哈密。他想，草原上羊肥马壮，一定会

有新的机遇迎接他。

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是新疆连接内

地 的 交 通 要 道，自 古 就 是 丝 绸 之 路 上 的 重

镇，素有“西域襟喉”、“中华拱卫”、“新疆门

户”之称。哈密市是新疆四大旅游重点建设

城 市 ，2004 年 被 评 为“ 中 国 优 秀 旅 游 城

市”。美丽的哈密一下就吸引了来自中原大

地的韩俊平，他相信，这个美丽的城市一定

不会让他失望。

由于从小没钱读书，韩俊平没有一技之

长，支持他出来谋生创业的念头，便是他的勤

奋与执著，坚强与敏锐。刚来哈密的他，只能

靠打零工过活。偶然一天，韩俊平在肉食市

场上发现，屠宰过的羊原肠在哈密被作为一

种废物廉价处理，他顿时想起家乡有人把羊

肠加工成肠衣后出售，能获得更高的利润。

于是他多方打听，在得知自治区经贸厅收购

羊肠衣的信息后，他用准备创业的 50 元钱买

了 56 根原肠。就在附近的一个小河边，韩俊

平用竹片把原肠加工成了 10 把肠衣。仅仅

两个小时的时间，让他一下子赚了 46 元钱，

几乎对本对利。

韩俊平怎么会对一堆羊肠这么来劲？因

为 这 里 的 羊 肠 实 在 太 多 了，而 且 出 奇 地 便

宜。他原先在老家的肠衣厂打工做过肠衣，

只是羊肠的数量太少，肠衣生意都不大，韩俊

平头一次见到新疆这么多的羊肠，不禁喜上

眉梢。这个发现，令韩俊平激动不已，这比他

当时打一个月零工赚的还多。他知道，这辈

子他将与肠衣结下不解之缘。从此他收羊

肠、做肠衣，一直坚持到 1996 年。

机遇从来都是垂青于一直努力的人。韩俊

平踏踏实实地做着他的羊肠衣生意，虽是小本

经营，信誉却越来越好，因为新疆的肠衣口径

大、皮薄、有韧性，在世界肠衣市场上有质优价

廉的竞争优势，许多外国客商也到中国来收

货。德国商人哈菲斯就是其中之一。信息灵通

的哈菲斯对新疆肠衣心仪已久，但是苦于流通

渠道不畅，一直未能如愿。韩俊平和他的意外

相识竟然促成了一次合作。哈菲斯看中韩俊平

的老实本分、做生意的踏实与勤奋，哈菲斯认为

这个相貌平凡的中国人，肯定能与他合作愉

快。哈菲斯通过翻译向韩俊平表达了合作办厂

的意愿，韩俊平做梦也没想到精明的德国客商

会把橄榄枝抛给他这个农民出身的生意人。

他们通过多次磋商，包括韩俊平能供多

少货，什么质量，都谈得明明白白，最后，哈菲

斯看出了韩俊平的犹豫，那就是资金问题，哈

菲斯给了韩俊平一个定心丸——可以先付订

金 。 在 这 样 的 机 遇 下，韩 俊 平 准 备 大 干 一

场。1997 年 10 月，韩俊平和哈菲斯成立了中

德合资的新疆哈密长联肠衣有限公司，注册

资金 600 万元，其中，韩俊平出资 450 万元，哈

菲斯出资 150 万元。公司成立后，韩俊平亲

历亲为，保证了肠衣的供应质量，至 2003 年，

该企业出口创汇额在全疆生产型企业中名列

第三，肠衣产品占新疆市场份额 60%、全国市

场份额 15%。

韩俊平有了新的寄托，他每天工作十五

六个小时，长时间的工作他也不感到累。附

近的肠衣不够用了，韩俊平就把业务发展到

了乌鲁木齐和南疆。韩俊平把所有精力都用

在了羊肠衣的加工上。当然，有付出就会有

回报，韩俊平有了新的收获。

经过数年的发展，新疆哈密长联肠衣有

限公司已发展成为目前西北五省综合规模最

大的肠衣企业。该公司年创汇 850 万美元，

产品 80%以上出口欧洲、并拥有德国、日本、

法国、瑞士等国的一批固定客户。近两年，公

司获得国家“外商投资优秀企业”称号并获得

自治区及地区优秀企业称号。

在肠衣的全球消费市场中，日本居第二，

第一位是德国。日本的整个市场消费量在

1200 万把左右。在这 1200 万把里面，长联的

肠衣占 800 万把左右。

韩俊平把眼光放在了国际市场上，德国

是主战场，因为生活习惯的原因，日本作为第

二大肠衣消费市场也令他心动。因此，他严

把质量关，令一直以挑剔著称的日本商人都

对他竖起了大拇指。世界肠衣协会副会长、

日本肠衣协会会长川村洋三，也曾对记者讲

述了新疆肠衣的受欢迎程度。他认为那些肠

衣的外观很好，质量过硬。

不会一门外语的韩俊平，硬是凭着产品

质量敲开了日本的大门，而且几乎是垄断性

占有了日本市场。随着需求的不断扩大，新

疆的羊肠供应有限，韩俊平甚至到附近的甘

肃、青海等省去收，但是羊肠衣对新鲜度要求

很高，因为只有新鲜的肠衣，颜色才会透明，

皮质才有韧度。而腌制后经长途运输的羊肠

虽然不会腐烂，但生产出来的肠衣一眼就能

分辨，更逃不过外商的眼睛。

这时，欧美及日本客商无一例外地向韩

俊平提出一个相同的要求——只要新疆本地

产的新鲜肠衣。面对一张张订单，本地数量

不够，外购肠衣的新鲜度跟不上，哪里才能找

到更多的新鲜羊肠呢？考虑再三，韩俊平做

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而更让人料

不到的是，这个决定让他掉进了一个无法脱

身的漩涡。

本地的羊肠供应不上，而外商只要本地

的羊肠，怎么办？韩俊平做了一个惊人的决

定：自己养羊。

他的决定没有得到别人的认可，因为这

个想法太冒险了，毕竟他所擅长的仅仅是生

产羊肠衣而已。但是，韩俊平是执著的，有了

想法就要努力实现。一次机遇也恰巧来到了

眼前，哈密市的东郊正好有一个万亩草场，因

为效益低下要对外转让，开价 3600 万元。这

一次韩俊平无论如何都不想放过。栽下梧桐

树定会引来金凤凰！怀着这样的期盼，他收

购完草场就有了新的憧憬——羊皮可以做皮

革，羊肉可以出售，羊肠子就算白捡的了——

这可真是一箭三雕啊！2003 年 3 月，韩俊平

包下草场，以肠衣厂的土地和厂房作抵押，向

银行贷款 8000 万元，从外地首批引种近 11 万

只羊，开始规模化养羊，此时的他静静地等待

着一个一箭三雕的奇迹。

可是正像别人担心的那样，育肥基地建

好的第二年，羊才刚长大，而羊肉的价格却像

抛向天空的石子一样掉头向下。原来 20 元 1

公斤的羊肉掉到六七元，库房里压了四五百

吨肉。而原来七八十元一张的羊皮掉到 10

元一张。巨大的落差严重打击了韩俊平的梦

想，韩俊平方寸大乱，羊肉和羊皮不值钱，成

本却高出市场两倍多，羊群已达到 18 万只，

每天成本就要 40 万元，这么下去注定是死路

一条。最后，韩俊平被迫下达屠宰令。在屠

宰 6 万只羊后，他发现，即便是他曾经寄予厚

望的肠衣也救不了他。肠衣那时候一年只是

一个亿的营业额、三四千万的利润，而养羊一

年可能就有一个多亿的亏损。更为糟糕的

是，2005 年 3 月，银行的贷款即将到期，他必

须 在 一 个 季 度 内 还 清 银 行 1.68 亿 元 贷 款。

2006 年 2 月，韩俊平的资金链彻底断了。他

需要两个亿的资金来运作，可是手头上，连

2000 万的流动资金也没有了。羊肠衣赚的

钱还要还银行每个月的利息，这一切似乎要

将韩俊平逼上绝路。

当时在哈密，流言漫天飞，有的说韩俊平

自杀了，更多的传言倾向于他外逃了。实际

上，就是公司的高管也确实有十多天没有见

到韩俊平的面了，那么，这时候的韩俊平，究

竟在哪里呢？

说起来令人难以相信，韩俊平就在公司

自己的办公室里呆了这么多天，没有颓废没

有大吵大闹，他始终不相信自己会走上绝路，

他相信即使眼前是悬崖，也会有一条小路直

通山顶。所以，他在办公室里苦思冥想。实

在压抑得受不了的时候，就自己一个人把车

开到戈壁滩痛哭一场，然后把眼泪擦干了回

来。在人前，他没有表现出一点脆弱。

20 多天后，一条爆炸性新闻在哈密迅速

传播，韩俊平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

和地方政府签订扶贫协议，将 8 万只羊全部

发放给当地的百姓，总共价值 3600 万元，他

一分钱都不收。2006 年 5 月，仅哈密地区，领

到羊的牧民就有 800 户。韩俊平免费发羊的

时候，只是附带了一个小要求，只要每年给自

己留下一只羊羔，6 年内其他所产羊羔全归

牧民所有。

这个做法没有谁能看懂，可是在韩俊平

看来，这又是一个一箭三雕的创举，自己卸掉

了包袱，百姓免费得了羊，更重要的是保存了

羊群。

把 8 万只羊免费发给农户，一个月就能

缓解韩俊平 1000 多万元的资金压力。让他

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扶贫举动打动了当地

政府，为了扶助这一家能够带领农户增收的

企业，当地政府先后几次给了韩俊平资金上

的扶持，先后多次为他进行贷款和融资，让他

有了约 3000 万元的流动资金。

手上有钱好办事，韩俊平解了燃眉之急，

韩 俊 平 马 上 收 购 羊 肠 开 始 加 工 出 口 。 到

2008 年，韩俊平的销售收入两亿多元，他的

生意走上了正轨。究其翻身的原因很简单，

居然是一念执著与一念善良。从此，韩俊平

与慈善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文化上的缺憾是韩俊平心中说不出

的痛。他的慈善，并不是偶发和奇想。

韩俊平认为长河集团不是自己个人的财

富，而是社会财富。长河集团发展壮大

到今天，也是缘于韩俊平的这一理念。

他认为，金钱只是一个符号，再多的钱也

是一样。捐助弱势群体、回馈社会是韩

俊平所追求的一种崇高境界，也是一种

感恩情怀的释然。没有上过学的他深深

懂得知识的重要，因此他特别同情那些

上不起学的孩子们。哈密市八校、回城

小学、沁城乡的贫困村儿童、高考状元都

曾受到过他的关爱。

韩俊平传承着中华优秀人文精神，

肩负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的慈善事

业里渗透着他的智慧和汗水。韩俊平助

人为乐的事例太多太多，资助少数民族

地区品学兼优的孩子完成学业，向遭受

自然灾害的各族人民无私援助，为患白

血病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慷慨解囊，为各

族下岗职工解决就业岗位等等，奉献爱

心已经成为他多年来的一贯行动。历年

来韩俊平为公益事业累计捐款达 1000

万元。这些凝聚着他们辛劳的一笔笔善

款折射出人道主义的光芒。2003 年，他

被评为“哈密市捐资助教先进个人”。

韩俊平一向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多

年来凭着深切的爱心和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为哈密的经济、教育、文化、慈善、体

育、医疗等事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说起家乡沈丘，他很动情：“在家乡，

是百家饭养育了我，我对家乡的一草一

木都怀有深情，家乡的事就是我的事。”

虽然远在哈密，但是家乡的一草一

木都牵动着韩俊平的心，当他得知家乡

的中学需要改建时，立刻捐助了 10 万

元。他说，能为家乡的教育事业作一些

微薄贡献是最感欣慰的事。从小因为家

境贫困未曾上过学的他，平时用于捐资

助学这一方面的资金比较多。他希望家

乡的孩子都能坐进窗明几净的教室里聆

听老师的教诲，用学到的知识建设自己

的家园。他明白，家乡的未来、国家的未

来，就在孩子们的身上。

韩俊平自从 1985 年去哈密闯荡创业

以来，平时回家乡的机会很少，但他致富

不忘故乡的经济发展。当他发现沈丘县

老城镇的乡间道路仍然高低不平时，“要

致富先修路”这样一句话映入脑海中，他

知道他得为乡亲们先修通致富路，为此，

他捐赠 30 万元善款，专门用于修建乡间

道路，改变贫困乡村交通落后的状况。

没有不恋旧林的鸟儿，没有不念家

乡的游子。韩俊平，这个实心的汉子，在

把一片热情献给第二故乡哈密的同时，

也把一腔赤诚留给了故乡沈丘。

多年的捐助义举，让韩俊平陷入了深

深的思考当中：天下之大，有多少人需要

捐助啊。古人说得好啊，授人以鱼，不如

授之以渔。韩俊平意识到：无偿捐赠只适

合于突发性灾难和事故，对于长期处于贫

困的群体来说，只有教会他们致富的方法

才是根本出路。韩俊平的这一看法被自

治区副主席钱智提升到更高层次：解决农

牧民的收入问题，必须把产业化扶贫摆在

更加突出的地位。2006 年 2 月，长河集团

分别在国家级贫困县巴里坤县和自治区

级贫困县伊吾县成立了分公司，并与两县

扶贫办签订了扶贫协议：由长河集团向伊

吾县少数民族贫困农牧户提供价值 2000

万元扶贫基础母牛 3000 头、基础母羊 3 万

只，向巴里坤县少数民族贫困农牧户提供

价值 3000 万元的扶贫基础母牛 5000 头、

基础母羊 5 万只，用于少数民族贫困户繁

殖饲养。7 年后，伊吾县贫困农牧户增收

总额将高达 0.7 亿元，巴里坤县贫困农牧

户增收总额将高达 1.2 亿元。两县合计增

加收入 1.94 亿元。伊吾县苇子峡乡沙依

巴克恰村农民那马什尝到了长河集团所

倡导的产业化扶贫的甜头，他从长河集团

免费领到了 2 头牛和 15 只羊。如果不出

意外，7 年后那马什将拥有完全属于自己

的 6 头牛和 100 多只羊。像那马什这样受

益的贫困农牧民伊吾县有 300 多户、巴里

坤县有 500 多户，仅此一项每年就可为每

户贫困户增收七八千元。

创业篇之二：与德国人合作

创业篇之三：赚日本人的钱

创业篇之四：投资养羊遭遇“滑铁卢”

创业篇之五：化整为零存实力

慈善篇之一：捐资助学是希望

慈善篇之二：回馈故乡的赤子情

慈善篇之三：造福偏远山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