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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2月25日从娃哈哈集团获悉，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因病医治无
效，于当日10时30分在杭州逝世，享年79岁。

1987年，宗庆后带领一个校办企业的两名退休教师，凭着14万元借款，靠
代销汽水、棒冰起家，通过产品创新、技术创新、营销创新，创立了“娃哈哈”这一
知名品牌。宗庆后也成为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宗庆后是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十二、十
三、十四届代表大会代表，还曾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改革开放
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等荣誉。

回看宗庆后纯粹的一生，时光长河中，让我们最为感佩的是宗庆后这样的6
个身影。

早上7点到公司，晚上11
点才下班是宗庆后的常态。
宗庆后似乎从不疲倦，始终保
持着一副“奔跑”的姿态。

2021 年 7月，宗老爷子
又上了两次热搜。

一次是进军私募圈的消
息。根据基金业协会官网披
露的信息，浙江娃哈哈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正式完成基金管
理人备案登记，法定代表人系
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7
月12日，宗庆后本人正式取
得基金从业资格证书。

第二次是入局电商。同
年7月底，宗庆后亲自为旗下
电商平台快销网站台，要打造
一个“不用花钱买流量、属于
实体经济自己的电商平台”。

他 坚 持“ 活 到 老 学 到
老”。从带领娃哈哈开展多元
化战略，尝试童装奶粉零售、
跨界白酒、做雪糕、开奶茶店、
入驻b站、联手盲盒，到自己
学会在微博上@女儿，进入直
播间和网友互动……在大多
数人决定躺平的年纪，1945
年出生的宗庆后依旧保持着
超强的好奇心和执行力，不断
地刷新大众的认知。

这，就是一代代浙商最大
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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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庆后走了
留下6个背影

宗庆后敢想敢拼，雷厉风行，
历来如此。正是这种性格，让他
42岁时生逢伯乐，大器晚成，逐渐

“跳脱平凡”。
1987年，只有初中学历的他，

被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局任命为下
辖校办企业经销部（娃哈哈前身）
的经理。

自此，宗经理走马上任，带领
两名退休女老师，在中国市场经济
的蓝海中披荆斩棘，开启了艰苦创
业之路。

创业第一年，校办企业给他下
达的上交指标是4万元，宗庆后却
自己将这个数字增加到10万元。
言出必行，草根出身的宗庆后特能
吃苦、思维活络。每天工作16小
时以上，是带头人，更是全公司最
勤奋的人。这也让他的事业快速
腾飞。

1987年，靠代工口服液，宗庆
后实现上交利润10万元的“小目
标”。

第二年，宗庆后联手浙江医科
大学营养系主任朱寿民，抓住儿童
补品市场空缺的机遇，自主开发上
市了娃哈哈儿童营养液，立即受到
市场热捧，企业效益更好,上交利
润增至60万元；1990年，企业销
售收入突破亿元大关，利润超
2000万元。

1991年，创业三年多，宗庆后
气势如虹，带领杭州娃哈哈营养食
品厂成功兼并了2200多人、欠债
6000多万元的国有老牌企业杭州
罐头厂，28天飞速拉起新生产线，
产出新品果奶，“小鱼吃大鱼”，一
时轰动全国。

彼时，国际上一些大投资公司
急切希望与“娃哈哈”合资合作，中
东、南美等地热情邀请“娃哈哈”前
往发展，省内外许多地方也欢迎

“娃哈哈”去开办实业……
面对进一步拓展扩张的诱惑，

宗庆后却按兵不动。他的心里，还
有更大的家国情怀。娃哈哈的扩
张发展，与国家东西部扶贫工作紧
密结合。

1994年底，宗庆后带领娃哈
哈走出浙江，在重庆涪陵成立了首
家娃哈哈外地公司。背后原因，是
积极响应国务院对口支援三峡库
区移民工作的号召，投身西部开
发。当年，他兼并了涪陵地区受淹
的3家特困企业，包干安置移民
1300余人。

重庆涪陵、四川广元、新疆阿
克苏、西藏拉萨、青海西宁、云南大
理……娃哈哈在西部及老少边穷
地区累计投资86亿元、建立72家
分公司，解决当地超 1.3 万人就
业。这些工厂，全部都能“当年投
产、当年盈利”，并发展成为当地龙
头骨干企业和利税大户。

1998年，非常可乐投产，1999年
就占据了国内碳酸饮料10%的市场份
额，总体产量超过和逼近了百事可乐
和可口可乐在中国的产量。事实证
明，洋品牌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在我
们涉及的产品领域，无论是水、奶还是
可乐，我们不怕来自全球任何角落的
竞争”。宗庆后总信心满满，娃哈哈总
在“战斗中成长”。

面对日益霸道的国际合作者，宗
庆后也毫无畏惧，勇于斗争。1996
年，娃哈哈积极探索引入外资，牵手法
国乳品与饼干业巨头达能公司，双方
合作成立合资公司。

起初双方合作愉快，直到2007年
初，达能欲强行以40亿元人民币的价
格收购娃哈哈其他非合资公司股权，
遭到了宗庆后的顽强抵抗。达能一纸
诉状，将之告上国内外法庭。这就是
世人瞩目的“达娃之争”。

这是迅速勃兴的民营资本与强大
跨国资本的勇敢碰撞。最终，国内、国
外数十起诉讼均以败诉而告终的达
能，选择将其在各家达能-娃哈哈合资
公司中的51%的股权出售给娃哈哈，
退出合资，双方达成和解。宗庆后的
坚持，让他在这场艰难的博弈中，取得
了最终的胜利。

2016年，宗庆后的一张照片登上
了各大媒体头条。网友 @_惗念念拍
摄了他在高铁上偶遇的宗庆后，彼时
他轻松自在地坐在二等座上，还逗弄
着邻座的小孩。

“我本就是穷人出身，不管别人怎
么看，这已经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
自己觉得挺自然舒服的。”宗庆后的勤
俭低调已成为习惯，但他对员工的关
怀却像“大家长”一样。

宗庆后不仅每年都会请留守员工
一起吃年夜饭，还坚持每年给员工涨工
资，2016年还考虑到物价上涨较快，员
工生活压力较大，又在原核定年终奖额
度的基础上增加50%。娃哈哈实行全
员持股，每年公司员工都能享受分红。

此后，娃哈哈又一次次成了网友
羡慕的“别人家的公司”，比如予以员
工在儿童节放假1天，陪伴孩子；拆除
秋涛基地食堂大楼，建成10万平方米
的员工廉租房；为员工解决食堂、宿
舍、班车等设施，配置澡堂、健身房等
生活配套。

“我认为企业家有能力了，应该主动
给员工增加收入，员工增加收入了，内需
拉起来，经济就活起来了，企业日子也好
过了。要搞好企业要靠全体员工的努
力，如果员工和企业利益共享，那么企业
也会做得比较好。”宗庆后如是说。

实体经济，宗庆后投身了
一辈子，也忧心了一辈子。

尽管在实体经济遇难时
他的观点一度遭到误解，但在
宗庆后身上，这份企业家的深
沉情怀始终不变。

2016年12月25日，央视
请来多位企业家探讨中国制
造业日子不怎么好过的问题。

其间，主持人谈及新零
售、新制造、新技术、新金融、
新资源，可能会构筑一个新的
世界这一观点时，宗庆后说：

“唯有新技术最值得实体经济
去借鉴”“我认为除了新技术
以外，其他都是胡说八道”。

老爷子说话向来耿直，但
这次发言却一度被网民和自
媒体认为是宗庆后对“互联
网+”的不满，宗庆后也被打
上了“缺乏创新”“思维守旧”

“跟不上时代了”的标签。
事实上，这样的误解背

后，是宗庆后对于中国制造过
去、现在、未来的深深情感，是
对实体经济的拳拳之心。他
曾无数次在互联网金融火爆
时大声疾呼：要大力发展实
业，发展制造业，莫要把虚拟
经济搞过头。实体经济特别
是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
之本、富民之本。

“高龄”创业者 “家国情怀”企业家

商战“硬汉”

员工“大家长”

实体经济守护人

停不下来的“奔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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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庆后坐在高铁二等座上，还逗弄着邻
座的小孩。 网友@_惗念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