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遭遇市场瓶颈、泛品牌推广受阻……符离集烧鸡的发展近年来饱受争议——为什么至今符离集烧鸡的市场仍困在宿州

及周边地区？百年品牌为何推广难？为什么与之齐名的山东德州扒鸡却能行销全国、风靡海外，而符离集烧鸡却望尘止步？

符离镇政府和烧鸡企业通过多年的努力给出了回答，从集群发展到市场化运作，从标准化生产到产业链延伸，符离人正

在力挽品牌，力争走上复兴之路。但宣传匮乏、融资艰难仍在困扰着整个产业，成了精耕市场奋力搏杀难以走出的“红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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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知名经济学家

双轨制引发的联想：80年代时尚无合法的民营企业,万元户即个体户就上了报纸新闻。

当时的腐败和贫富差距可说不到今天的百分之一。但当年人们对所传的官倒和腐败怒不可

遏,是当时人们对不平等的承受力太弱,还是我们今天的承受力太强?

“美国的肯德基开遍世界，武汉的周黑

鸭也开遍了全国，我们的烧鸡能不能真正

走向全国？”李魁说，“前几年政府一直喊着

搞烧鸡节，但到现在也没搞成，符离集烧鸡

这个品牌亟待打出去。整个产业的发展关

键就在于政府，尤其是宿州市政府的全力

扶持。企业要想做大，那是企业的意识，整

个行业要想做大，那必须是政府的意识。”

据记者了解，刘老二烧鸡和徽香源的

销售量重头仍在宿州市、徐州和淮北，而在

合肥乃至外省销量则很小。刘老二在宿州

市开了37家分店，徽香源也开了10家直销

店，但两家的负责人均称，自己的重头还是

在以宿州为中心的周边城市。“就拿省城合

肥的销售情况来说吧，口味不适应、很少买

整只烧鸡的购买习惯都与宿州这边不同。

怎样打开省城乃至全国市场，对我们来说

都是考验。”徽香源公司的季曼说。为了抢

占市场，徽香源已经关注到了网络营销，在

淘宝网上开设专卖店。

“市场是符离集烧鸡产业发展的决定

力量，但培育和开拓不是一日之功，就现在

而言，整个开发市场还很大，镇政府将组织

专业队伍去研究策划组织落实。”符离集镇

党委书记朱卫东说。

符离集烧鸡，难以走出的市场瓶颈

由宿州市向北约 20 里，即到符离

镇。

符离镇因符离集烧鸡而知名于世，

在整个符离镇做烧鸡的企业就有28家，

个体商户更是多达30余户，而在这些企

业中，刘老二烧鸡公司和徽香源公司是

其中的龙头骨干企业。

2011年 10月21日上午，记者在刘老

二烧鸡生产车间看到，生食车间、真空车

间、熟食车间、整形车全部窗明几净，井

然有序。

该厂生产部经理王洪亮向记者介绍

说：“先将一只只活鸡倒挂在铁钩上，经

过自动化宰杀放血后，鸡被放进高温浸

烫后褪毛。经过开、扒、别三道工序后再

用活水清洗干净，放入锅内油炸，而后流

水线作业进行卤制工序。工人们要把油

炸的鸡经过卤制，再文火焖制，最后色佳

味美的烧鸡才能出锅上市。”

从活鸡进厂到制成色香味形具备的

成品出厂，其中可见其制作工艺的复杂

和考究。在这些看似简单的工序中，却

要经过多年实践，和有经验的技师指点

才能掌握技巧和火候。

符离集镇委书记朱卫东告诉记者，

现今符离集烧鸡年生产销售1500万只，

各种烧鸡产品年产值超过3亿元。

符离集烧鸡和德州扒鸡、河南道口

烧鸡、锦州沟帮子熏鸡并称为“中国四大

名鸡”。正宗的符离集烧鸡色佳味美，香

气扑鼻，肉白嫩，肥而不腻，肉烂脱骨，嚼

骨而有余香。

符离集烧鸡协会秘书长杨家林介

绍，符离镇因北有离山，南产符草而得

名。以前这里水草茂盛，沼泽遍布，野鸡

结群出没其间，当地居民擒而饲之，逐步

演化成远近闻名的符离麻鸡。

符离集烧鸡的形成还要追溯到1918

年，当时从山东迁移至符离的韩景玉经

过对制作扒鸡师傅的偷学暗访，最终创

出十三味中药、十五道工序卤料制成的

韩家扒鸡。因津浦铁路经过符离镇，带

来了大量客流，韩家扒鸡以味道好吸引

了大量乘客，口口相传作为最主要的传

播方式，韩家扒鸡蜚声天下。

1951年，政府组织烧鸡生产互助组，

将韩家扒鸡正式命名为符离集烧鸡，韩景

玉被尊为符离集烧鸡创始人，同时政府将

各种品牌烧鸡统一定名为“符离集烧鸡”，

后来还成立了国营烧鸡厂，以便统筹兼

顾，由此符离集烧鸡开始不断发展壮大。

在符离镇的烧鸡食品工业园，记者

见到了制作烧鸡的老行家李魁，他以自

己的名字命名了公司——李魁烧鸡食品

公司。

“1979年，市场刚放开，可以做点小

生意。”在厂里的办公室，李魁回忆起当

年的创业之路不胜感慨。李魁通过勤劳

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而市场放开各种力

量一拥而上，一时间缺乏政府引导，最终

结果必定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符离

集烧鸡由此走上了下坡路。

上世纪80年代，由于质量管理不过

关，经营方式落后等种种原因，整个烧鸡

产业曾长期处在低谷中。符离集烧鸡协

会杨家林秘书长说，上世纪80年代末，

由于制度不完善，监管不力，一些商贩不

择手段、唯利是图。“无证小商贩，为了便

宜大量收购死鸡，块把钱一个，泡泡褪褪

找油一炸一煳，两块三块一只，上个世纪

的1985年到1992年那段时间，全镇光卖

死鸡病鸡的有100多家。一趟火车上百

十口子，都是卖死鸡的，死鸡充斥市场，

品牌能不砸吗！”回忆往事杨会林痛心疾

首。

假冒伪劣的“符离集烧鸡”随着火车

上的叫卖声而恶名远播。当时，符离集

烧鸡由于失去消费者信任而一度沉沦，

产品没了销路，烧鸡产业举步维艰。符

离镇原镇长胡永军说：“我们原来有一个

烧鸡厂，六十年代建的国营烧鸡厂，这个

企业占地大约有50亩，当时职工是300

多名，后来因为市场混乱等多种因素垮

掉了。”

2011年 10月 21日上午 11点，符离镇刘

老二烧鸡厂旁的直销店。

“我是特意从宿州市赶到符离镇买烧

鸡的。”宿州市民李先生在刘老二烧鸡直销

店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告诉记者，来到符

离镇买烧鸡，买的就是一个“鲜”。

刘老二烧鸡公司的生产部经理王洪亮

说，符离集烧鸡经历多年的不景气，需要打

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2002年，宿州埇桥区委办副主任胡永

军调任符离镇长，面对长期以来符离集烧

鸡产业发展中的种种问题，胡永军上任第

一件事就是策划主办了第一届中国·符离

集“金鸡杯”烧鸡评比大赛。

“这个大赛重新找回了符离集烧鸡品

牌的名气。”王洪亮说。

经过不懈努力，符离集烧鸡原产地域

保护并取得成功，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2006年，国家标准化协会九位专家一致通

过符离集烧鸡国家标准，使符离集烧鸡有

了“国标”……利好消息的不断传来，给萎

靡不振的烧鸡产业注射了一针“强心剂”。

“我们已经在省城合肥设立了办事处，

率先开设了6家徽香源烧鸡专卖店，与知名

超市对接，将高质量的烧鸡通过商超渠道

与市民零距离接触。”在符离镇徽香源公司

古色古香的会客室，行政部主管季曼告诉

记者。

杨家林秘书长告诉记者，“符离集烧

鸡”现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由多

个知名厂家参加组成符离集烧鸡集团，通

过烧鸡厂龙头企业的作用，建立养殖基地，

重点发展大户，通过和养殖户签订合同，提

供鸡苗，让养殖大户养殖。成鸡后，烧鸡厂

回收加工。通过养殖来带动养殖农户增

收。通过饲料，带动饲料生产。

名牌诞生在民间

品牌蒙羞

复兴之路

拓展之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