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章背后的故事

为说服企业建会每周登门一次
丰台和义街道总工会大学生助理员马易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文/摄

□本报记者 赵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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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改革， 他从7个工人、 5000元资金起家办厂
■独立创业， 他再次从零起步， 打出京城家居品牌
■关爱员工， 他投资房产为每位员工建一套平价房
■他就是集美家居董事长、 北京市劳动模范———

赵建国：

领跑北京家居产业30余年

■首都工会人

在京城家居圈， 赵建国是资
产最丰厚的老板之一。 在民营企
业家中， 他又是有代表性的人物
之一。 从1979年初涉足木器加工
到缔造 “集美王国”， 时至今日
依然领跑北京家居产业。 他用30
多年的时间见证了整个行业的风
云变迁， 旗下目前拥有卖场、 建
材、 建筑、 广告等多项产业。 但
是， 他从不张扬， 对谁都是一副
宽厚的笑脸， 一贯的豁达和对行
业的贡献， 让竞争对手都对他竖
大拇指。 从小吃过苦的他， 愿意
回馈社会。 由于穿越了那片利益
与情义纠缠不清的沼泽地， 敢于
“在商言仁”， 就连好多没见过他
的人， 都在心中为他念好！

响应改革
建校办厂闯出家具生产路

师范毕业后， 他到四十中教
了两年书。 这时， 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召开了。 “我一直在想，
国家要改革、 要开放了， 我们应
该怎么办？” 他说， 教了十几年
书的老师那时候月工资只有四五
十块钱， 学生上课条件也非常艰
苦。 “我想， 我们能不能想办法
自己解决一部分经费， 改善一下
条件。 后来， 学校批准办厂， 不
过有的老师主张搞化工， 有的老
师建议搞机械……” 最后， 他在
争论中胜出， 也成了校办家具厂
的负责人。

7个工人 、 36平方米厂房 、
5000元资金， 就是这个校办厂的
全部家当。 这不算什么， 最大的
问题是， 号称做沙发却没有人知
道沙发的生产工艺。 这难不倒赵
建国， 他发动大家到制作汽车靠
垫的门市部偷艺， 同时又买来旧
沙发 “解剖”， 然后利用废旧课
桌椅模仿和实践……经过几个月
的摸索， 第一套沙发居然被这群
门外汉做出来了。

但那时， 计划经济体制依旧
根深蒂固， 一个小小的校办厂要
啥没啥， 他靠着四处硬磕， 终于
要了点计划外的边角料。 可是，
第一个沙发做成了， 竟然没人敢
买， 因为是 “计划外” 的。

他四处寻找销路， 最后地安
门的一家委托商行被 “磨” 得不

行， 勉强同意按 “旧货” 代销他
们的沙发。 谁知， 沙发能够随摆
随卖 。 于是 ， 这个小厂有了活
路， 开始批量生产。

之后， 他开始推行在当时非
常超前的管理方法， 如设置任务
量、 计件付酬、 超额奖励以及来
料加工等， 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工
厂的效率和产量。 第一年， 厂里
获纯利2万多 ， 第二年获利5万
多， 第三年达到8万多。

工厂效益好了， 工人收入高
了， 老师的福利上去了， 学校里
的非议声反而更多了。 老师们接

受不了工人挣钱比自己多， 认为
厂子有经济问题， 甚至作为福利
按成本价卖给老师们的一批衣柜
也被指责为 “贱卖国家资产 ”。
没办法 ， 他主动要求 “查账 ”
后 ， 选择了 “干干净净 ” 地离
开。

独立创业
打造集美家居商业大厦

离开学校的时候， 赵建国孑
然一身。 “那时工人每个月能挣
到七八十块， 我却是固定工资49

块5毛， 一分钱也没多挣。 不过，
经营校办厂让我跑出了路子， 收
获了经验 ， 这也是我创业的基
础。”

在一片推平的垃圾场上， 他
用土坯 、 竹竿和捡来的旧油毡
等， 几乎零成本地建起了厂房 。
1984年， 建国木器厂正式成立 ，
同时一张遍布全国的网络也正在
搭建。 这张网将原料供应商、 木
工班、 图纸设计队等资源整合在
一起， 由他们提供半成品， 而他
负责组装成成品后在自己掌握的
渠道中销售。

于是 ， 赵建国有了双重身
份， 他既是生产商又是渠道商，
并且在这两个领域里都战绩显
赫。 他曾经引领了京城铁艺床、
弯曲木以及皮沙发三次流行风
潮， 这为他掘到了数桶金。 他戏
称自己是圈里最早的大倒爷， 是
他最早把广东的家具运到北京，
再批发销售 。 而恰恰是这个时
候， 国内出现了两次抢购风。 就
在这两年， 他依靠渠道资源， 轻
松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从1992年开始， 他就在北京
各个地方参加展销会。 因为物资
匮乏， 这种业态有效地补充了行
业短板。 可是， 展销会最大的问
题， 就是缺少商品的售后服务。
消费者把家具买回去后， 一旦出
现质量问题不知道去找谁。

这种问题放在物资紧缺时代
是可以忽略的， 一旦市场上商品
供应充足就会变得非常严重。 因
此， 1995年春节刚过， 他便在五
棵松租地建起了最初的集美家居
城。 当时的条件比较简陋， 他靠
“冬天发大衣， 夏天送冰块” 的
方式留住了商户， 把那些展会上
卖家具的行商变成了坐商。 商户
们与他交心， 他也保证， “跟着

我赵建国， 一定要让你们赚。”

关爱员工
投资房产为大家建平价房

定慧桥店火了， 赵建国并没
有满足 ， 他又开始筹划新的项
目。 在很多人眼中， 位于南四环
的首钢带钢厂厂址是一块 “死
地”， 这块地南边是一条深沟路，
北面没有公路 ， 东边被铁道围
住， 只有西面有一条几米宽的小
马路。 没人相信这个地方能够在
商业上取得成功。 但他偏偏拿下
了这块硬骨头， 因为政府希望民
营企业能够帮助解决一部分人员
就业和旧址翻新。

“当时， 这个地方就是很破
的一片厂房， 而且要价很高， 我
们经过测算， 一跺脚接受了所有
的条件 。” 2005年 ， 仅8个月时
间， 集美完成了一期工程8万多
平方米的改建。 接着， 又用7个
月建成了面积7万平方米的二期
工程……随之， 这里成了北京规
模最大的航母级家居卖场。 为了
弥补地理位置上的不便利， 集美
购置了400多辆班车免费接送顾
客。 对此， 赵建国说， “别人都
觉得这块地成本高， 可有这么多
集美班车， 广告效应好啊！”

此外， 赵建国非常关心员工
们的生活。 有一次， 他在走廊里
听到几个人聊天。 一个员工说 ，
他俩攒够了30万元后就一直看房
子， 结果， 看了几个月， 价格越
来越高， 越来越买不起。 看着这
些需要在北京扎根的年轻人， 他
坚定了进入房地产领域的决心。
“集美人虽然控制不了房价上涨，
但企业可以自己动手盖房子， 当
集美开发的房地产开盘时， 为每
个员工提供一套平价房。”

“很多小微企业听说建会要
交钱， 就不理我们了。” 对丰台
和义街道总工会大学生助理员马
易来说， 小微企业建会， 是块难
啃的石头。

去年8月份 ， 辖区一家小微
企业开张了， 马易立刻上门说建
会的事， 店里的工作人员说需要
找领导沟通一下， 这一 “沟通”
就再没信儿了。 “我只好上门去
问， 对方说， 他们企业人少， 不
需要建会。 但我不能放弃啊， 基
本过一周上门一次， 后来看实在
没希望， 就暂时放下了。” 目前

和义街道一共有200多家企业建
会， 人最少的企业有1人， 最多
的企业有80多人， “我们辖区没
有百人以上企业， 小微企业建会
难， 流动性强， 今天还经营着，
明天可能就不在了， 这对我们跑
建会是挺大的挑战。”

今年9月份， 这家小微企业
突然上门找工会了， 这让马易和
同事们开心不已， 以为建会 “有
戏”。 “对方希望我们工会去他
们那里组织活动， 给他们增加人
气。 我们希望以此为契机， 让对
方建会， 但是对方说了， 只搞活

动， 不建会。” 马易有些郁闷地
告诉记者。

当马易和其他工会工作者还
在试图说服该小微企业建会时，
没想到， 小微企业的老板找和义
街道办事处书记告了他们一状，
说工会不作为。 这让整日忙工会
的马易和其他工会工作者们郁闷
极了。

最终和义街道总工会领导出
面， 经过多次协商， 跟该小微企
业达成共识： 工会定期去他们公
司搞活动， 他们建会。

“目前我们正在为该企业办

理建会手续， 跑了一年多的企业
终于建了会 ， 今年一共建会82
家， 全是10人以下的小微企业。”

谈到工作上的难处 ， 马易
说： “现在工作上的苦恼是， 注
册在和义的企业有2000多个， 可
实际上没这么多 ， 而且流动性
大。 比如有的企业注册在旅馆，
可是旅馆能经营吗？ 很多公司注
册在不可能办公的地方， 而公司
是否存在， 在哪里办公， 我们都
不知道。 上面给的建会任务一年
比一年多， 可是我们辖区实际能
建会的企业越来越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