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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特刊

10⽉下旬，30多万⼈的郑州富⼠康⼯⼚突然疫情⼤爆发。疫情下的管理混乱，令⼤量

⼯⼈对⾃⾝的⽣活和健康保障出现焦虑，出现了前赴后继的"富⼠康⼤逃亡"，引起关

注。富⼠康在闭环⽣产下⾼压管理、隐瞒疫情资讯、强迫⼯⼈上班、⽆视⼯⼈基本⽣

活需求等问题在⼯劳⼩报第9期有重点描述。

本期特刊，我们从富⼠康疫情下"⼤逃亡"出发，对这起事件进⾏跟踪。我们近⽇专⻔向

⼏位还留在⼯⼚内、以及选择逃离⼯⼚的⼯友了解了ta们的亲⾝经历，并整理了富⼠

康⼚⽅和来⾃地⽅政府的回应。希望社会各界继续关注疫情下的富⼠康⼯⼈。

⼯⼈⼝述：⾛⽥地、翻⼟堆、跨坟岗的回家之路

下⽂基于对多名"逃离者"的真实交流，李成和阿海是从富⼠康逃离的成千上万名⼯⼈的

⼀道缩影，⽂中⼈物均为化名。

10⽉28号晚上9点，李成和⼏个⼯友结伴趁着夜⾊，准备从⼀处铁⽪⽡墙翻出富⼠康

⼯⼚。

可以逃出去的地点是从“⼀个⼚⾥内部的好⼼⼈”嘴⾥听到的。⼤家⼝⼝相传，每天跑出

去的⼈都会⽐前⼀天多。到了墙根下，同⾏的⼥孩看着离地两三⽶的⾼度有些犯了

怵，“我是个男孩，翻铁⽪⽡还可以，有些⼥⽣害怕，我说，命要紧还是咋弄，跳不

跳，我接住你”，就这样靠着你拉我⼀把，我扶你⼀下，年轻的富⼠康⼯⼈们踏上了漫

漫回家路。

从富⼠康⼚区到李成的⽼家开封通许，在⾛⼤路的情况下百度地图显⽰需要步⾏16个

⼩时。李成担⼼路上遇卡被劝返，和同⾏朋友绕了⼩路⾛。⼩路⼤多需要从乡间⽥⾥

绕⾏。这趟旅途注定不会是⼀场意⽓⻛发的公路电影，疲惫、不安和对回家的渴望蔓

延在⼯⼈们之间。李成想起了家中⼀岁多的⼥⼉和等待他的妻⼦，决定⽆论如何，“死

也要死在离家最近的地⽅”。他认为在富⼠康的处境令⼈⼈⼼惶惶了。

⼯劳⼩报｜⼯劳快讯

https://newsletter.laborinfocn.com/tag/issue/
https://newsletter.laborinfocn.com/issue09/
https://newsletter.laborinfocn.com/


2022/10/31 下午4:59 ⾼速上“⼤逃亡”、⽑坯房内打地铺的富⼠康⼯⼈们 | ⼯劳⼩报 特刊

https://newsletter.laborinfocn.com/spec01/ 2/14

"⼤逃亡"路上有⼀条不成⽂的规矩：不能给沿途村⺠添⿇烦。

作为⼚⾥出来的密接者，进村买补给⻝物或者歇脚，都有可能导致这个村⼦也被划⼊

密接。为了不给村⼦招来"⽆妄之灾"，李成只要看到村庄就绕开，问路也是隔着⽼远喊

话，不多靠近村⺠⼀步。到了夜⾥，村⼦附近时不时有夜间巡逻⼈打着⼿电筒来回

绕，他们看⻅光亮就停⽌前进，屏息原地等待巡逻⼈⾛远再赶快离开，唯恐是富⼠康

安排专⻔来堵逃跑员⼯的。进不了村⼦，李成⾛⽥⾥，翻⼟堆，跨坟岗，夜⾥的乡间

⼩路⿊黢黢，带着10⽉凛冽的寒⻛，为逃离的年轻⼯⼈们披上⼀层⿊夜的保护⾊。

随着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温稍稍有了提升。离开富⼠康的距离越远，李成也就逐

渐放下⼼来，向有⼈⽓的⼤路上靠拢。⼀路上虽然没法进店吃饭，但好在有好⼼⼈在

路边提供了⽔和馒头。靠着和同伴的互相⽀撑，李成等到了⽼家派来接⼯⼈的⻋。尽

管还需要⼀段时间的隔离才能⻅到家⼈，李成忐忑的⼼情终于得到些许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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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在过坟岗时候只想着远离富⼠康，⼼⾥并不慌乱

在李成平安到村的四⼩时后，29号的晚上7点。阿海也背起⾏囊，悄悄离开了富⼠康的

宿舍。

在富⼠康⼚内疫情蔓延开来后，阿海仍然继续上班到了28号——因为领导要求核酸不

阳就必须上班，不然就报旷⼯，吃不上饭；即使是正常上班，拿到的盒饭也有出现⽶

饭不熟、饭菜发馊的情况。⽽上班⼜意味着⾯临交叉感染和感染后得不到合理照料的

⻛险。在最基本的吃住和⾝体健康都⽆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量的富⼠康⼯⼈们⾃

发停下了⼯作，离开流⽔线、⼯⼚和宿舍，爬出铁⽪墙，⾛向⽥野，踏上⾼速公路，

只为⼀个回家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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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络流传的⼯⼈逃离路线绘制，张庄是附近⼯⼈主要聚居区

⽐起⾛⼩路的李成，阿海选择的路径更加“主流”。在翻了三道铁⽪墙离开富⼠康后，他

先是去了华夏⼤道——华夏⼤道是离⼚区最近的⼀条快速道路——这也是最开始很多

⼯⼈出逃的⾸选。然⽽在华夏⼤道上还没⾛多久，阿海就在第⼀个卡点被拦了下来，

对⽅说是“上边要求”，让阿海折返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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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些社交平台也有⼯⼈互相留⾔提醒省道国道有设卡拦截

迫不得已，阿海换到了附近的京港澳⾼速，跟着⼤部队，沿着应急⻋道出发前往郑州

主城区，准备经由郑州回⽼家焦作。旁边就是呼啸⽽过的运输卡⻋，和应急⻋道仅以

零星的三⻆锥路障隔开。有逃离者猜是⾼速公路⼯作⼈员保护返乡⼯⼈所设置。阿海

⾛到郑州市区后，家⾥来电话说⻋到港区来接，于是阿海⼜折回港区，在30号的下午2

点半，终于坐上了回家的⻋。

阿海说他在富⼠康⼲了三个多⽉，⼯资只发了两个多⽉，合计七千多，剩下的⼀个⽉

⼯资可能需要疫情结束后，回⼚正式办理离职⼿续后才有可能拿到。对于"逃跑"离职的

处理，⽹上有说法是跑路算⾃离会上⿊名单，阿海听到的说法则是⾃离的话⼗五天内

不能再进⼚。这次的逃离令阿海⼼有余悸：“以后怎么办还没想好，不过再也不回去郑

州富⼠康了。”

“我的妈妈还在富⼠康”：⽆助的被隔离⼯⼈

不过，并不是所有⼯⼈都可以选择离开。许多已经被隔离的⼯⼈仍⽆助地困在⼯⼚

内，他们有很⼤⼏率已经感染，担⼼逃出来会给⾃⼰和⾝边⼈带来更多⿇烦。这⾯这

张灯⽕通明的图⽚来⾃⼀位⼯⼈家属，夜晚散发耀眼光芒的是"恒⼤未来之光⼩区"。最

近⼏天，这⾥住满了被隔离的富⼠康⼯⼈。



2022/10/31 下午4:59 ⾼速上“⼤逃亡”、⽑坯房内打地铺的富⼠康⼯⼈们 | ⼯劳⼩报 特刊

https://newsletter.laborinfocn.com/spec01/ 6/14

然⽽，在这批隔离⼯⼈搬进来之前，恒⼤未来之光并没有"光"，连⼈烟都稀少。这个⼩

区全是⽑坯房，被临时征⽤来做富⼠康的⼯⼈隔离区。相关的基础设施⼤量缺乏，连

正式的床都没有。⼚⽅只配发⼀些劣质的⾏军床，许多⼯⼈害怕摔下来选择打地铺睡

觉。房间⾥四壁空空，窗⼾阳台也被螺丝拧死。最近郑州降温，晚上温度不⾜10度，

打地铺的、⽣病的⼯⼈都只能⽣⽣地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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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家属提到，他们的家⼈被富⼠康要求在各个⼩区间转运，⽽这些住处周

边通信设施还未建设⻬全，常常连电话都打不通，⽹络都连不上。这些通讯上的困难

也增加了被隔离的⼯⼈和家属的压⼒。

⽽对于已经确诊的⼯⼈，他们不仅要忍受恶劣的居住环境，还要遭受病痛折磨。以下

是⼀位确诊⼯⼈的⾃述，她的⼥⼉将其发到了微博上求助：

据了解，许多确诊的⼯⼈们没有药物，没有医⽣对接治疗、也住不进医院，在疲乏、

焦虑的状态下只能通过不停地喝开⽔来"抵抗"病毒。我们询问了多位隔离的⼯⼈，发现

⼚区管理相当混乱，确诊有症状的病⼈得不到治疗，⽽普通隔离的⼯⼈却被发了中药/

西药。另外也有⼯⼈表⽰可以根据⼯⼚提供的联络电话买药，但却需要⼯⼈⾃费⽀

付，⽽且往往要延迟⼀天以上才能送到。

⼤家好，在这清新的早晨，给⼤家了⼀碗⼼灵的毒鸡汤，本来我想给⼤

家⿎舞勇⽓，⽆奈⾃⼰不争取，改成了现在的亲⾝经历，我是⼀个⼥

⼉，也是⼀个妈妈，只是⽣活的压⼒，来到了港区富⼠康，也相信富⼠

康是个关爱的⼤家庭，可当疫情来临的时候，我们却成了最渺⼩的

（被）践踏者，我从⼀个最简单的隔离到⼀次转运，⼀夜之间全阳了，

病痛带来的折麽，⾝⼼的疲惫，再加上⼀路的搬运，我彻彻底底的倒下

了，躺在这张所谓爱⼼的⾏军床上，反复的发烧，咳的肺都要炸了，喉

咙疼的⽔都咽不下去，可为了我养的⼈和养我的⼈，我只能坚持⼀杯⽔

接着⼀杯⽔的喝，就因为我害怕，害怕我的孩⼦没有妈妈，我的⽗⺟⽩

发⼈送⿊发⼈，⽩天故作坚强，强颜欢笑，当午夜时分的寂静，看着窗

外灯⽕透明的⼀栋栋楼，⼀个没有烟⽕⽓息的⽆⼈⼩区竟然被我们住成

了万家灯⽕，这是⼀个多么悲伤的故事啊！

https://m.weibo.cn/u/531758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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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发⽣这样混乱的情况？有的⼯⼈表⽰并不意外，⼀⽅⾯是因为⼚区太⼤，⼈

数众多，难免有各区域不同做法，甚⾄遗漏送餐、送药的情况；另⼀⽅⾯则是，现在

富⼠康以⽣产为第⼀⽬标，产线上的⼯⼈都不⾜，能够挪来处理疫情相关后勤保障的

⼈员就更少。资本的逐利、⽆穷尽地⽣产赶⼯，是⼯⼈受怕"⼤逃亡"的背后根源。

不过，⼯⼈也不是被动地去忍受这⼀切。除了"逃跑"之外，也有许多⼯⼈在持续地尝试

联络各家媒体发声，或向郑州当地的劳动监察⼤队申诉、或拨打市⻓热线投诉。但

是，他们迄今能够获得的回应都是“正在了解”、“会妥善处理”这类的敷衍回应。主流媒

体在10⽉25⽇⾄10⽉29⽇疫情资讯"满天⻜"期间完全失声，直到10⽉30⽇地⽅政府

的回应后才陆续有相关报道。

富⼠康：⾯对批评，以“出勤激励”加码⽅案回应

10⽉25⽇，⽹络上对富⼠康的"声讨"达到第⼀次⾼峰，⼯⼈在微博、抖⾳等平台不断

爆出富⼠康⼚内宿舍垃圾成⼭、⼯⼈被迫争抢⻝物、⼯⼚管理层微信群组屡屡强调以

“出勤⽣产”为优先。这些内容在短短⼏个⼩时内登上了微博热搜，但之后相关的讨论就

被限流，主流媒体也⼏乎没有报道。但是，在抖⾳、快⼿等⼯⼈常⽤的社交媒体上，

关于郑州富⼠康的批评并未消失，反⽽愈演愈烈。

第⼆天，10⽉26⽇，⾯对昨⽇排⼭倒海的批评，富⼠康公司给出了回应：⼀⽅⾯，富

⼠康称“郑州园区2万⼈感染为严重不实消息”，试图⽤以否定⼚内疫情⼤爆发的危机，

但上述数万⼯⼈"⼤逃亡"明显反驳了该说法。另⼀⽅⾯，富⼠康对外回应强调“第4季度

营运展望不变”，在混乱危机⾯前仍然不能动摇⽣产任务的绝对优先地位。这样的回应

很显然不是说给⼯⼈们听的，⽽是说给股东们听的，或政府听的。

对内，富⼠康更是"粗暴"地回应⼯⼈：你上班、加班，我发钱，发更多的钱。我们询问

⼏位在⼚区上班的⼯⼈：曝光之后，富⼠康虽然对外强调稳定正常，但对内并没有提

供⼯⼈更多的后勤和医疗保障——富⼠康在⼚区刊出：10⽉26⽇⾄11⽉11⽇，富⼠康

将出勤补贴提⾼⼀倍，并另外设置全勤奖励。⾄于⽹络上曝光的种种问题，富⼠康仍

然充⽿不闻，未作回应。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7722554739119819


2022/10/31 下午4:59 ⾼速上“⼤逃亡”、⽑坯房内打地铺的富⼠康⼯⼈们 | ⼯劳⼩报 特刊

https://newsletter.laborinfocn.com/spec01/ 9/14



2022/10/31 下午4:59 ⾼速上“⼤逃亡”、⽑坯房内打地铺的富⼠康⼯⼈们 | ⼯劳⼩报 特刊

https://newsletter.laborinfocn.com/spec01/ 10/14

10⽉29⽇，我们持续看到抖⾳上有⼯⼈爆料，称富⼠康K区在疫情紧张的当下，要求

所有⼈去餐厅堂⻝。此前，10⽉14⽇富⼠康开始闭环管理后就关闭了⻝堂，要求⼯⼈

回宿舍吃饭避免传染。如今却反其道⽽⾏，有⼯⼈推测是为了减少⼯⼈来往⼯⼚和宿

舍的时间，进⼀步延⻓⼯作时间，加⼤⽣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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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富⼠康⺟公司鸿海公司发布的声明中也证实了恢复堂⻝：“因疫情逐步稳

定，政府同意恢复堂⻝，以提⾼员⼯⽣活的便利性与满意度”。同时间，我们还得到了

⼀份来⾃富⼠康10⽉30⽇中午会议的截图。如果这张截图内容属实，则表⽰富⼠康及

相关政府部⻔对于这次正在发⽣的⼈道危机并没有反思，甚⾄试图⽤“外部的阴谋”这⼀

借⼝来歪曲⼯⼈们的愤怒和抗议，将继续⽣产当作⽬前⾸要⽬标。在这种情况下，⼯

⼈还有什么道理不"逃亡"？

https://news.sina.com.cn/zx/2022-10-30/doc-imqmmthc264697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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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季度营运展望不变”，正如富⼠康回应中所说，这是富⼠康当下的"铁"⽬标，不容

因疫情⽽受⼀丁点影响。在⼚区⼤量⼯⼈隔离、疫情蔓延、⼈⼼惶惶的情况下，⼯⼚

并没有以⼯⼈精神状态、⾝体健康作为优先要素，⽽是选择以更⾼的补贴来激励来⼯

⼈出勤。可⻅，在富⼠康公司眼中，⽬前唯⼀的问题只是⽣产⼈数不够，其它⼀切外

界的批评、⼯⼈的批评，要么是"不实谣⾔"，要么不如⽣产重要。⽽严重依赖富⼠康⼤

⼚税收的郑州地⽅政府显然也不会对此批评，⼯⼈可以跑但富⼠康不能"跑"。

地⽅政府：拖延介⼊、不透明与未知

此次富⼠康疫情事件危机，在近⼀周内郑州市政府都是缺席状态。许多郑州当地⼈和

富⼠康⼯⼈甚⾄悲叹：“难道富⼠康已经没⼈可以管了吗？” 虽然并未指名，但这些话

语中都隐含着对于地⽅政府出⾯介⼊的期待，⼜抑或是讽刺。

直到10⽉30⽇，关于富⼠康的新闻终于可以登上媒体了，河南省政府及郑州市政府也

开始有所⾏动。综合⽬前的公开讯息，相关报道包括：

10⽉30⽇上午，河南省政府相关部⻔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即港区）开会

研究对应措施。（来源）

https://news.sina.com.cn/o/2022-10-30/doc-imqqsmrp426366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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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应措施。（来源）

10⽉30⽇下午，地⽅政府（应是指郑州市港区）派⼯作组进驻富⼠康，其后富⼠康

宣布统⼀组织⼈员和⻋辆，启动员⼯点对点返乡⼯作。（来源）

10⽉29/30⽇，河南各地⽅政府陆续发布公开信，表⽰会对接返乡⼯⼈。部分县市

承诺专⻋接⼯⼈返乡。（来源）

根据部分⼯⼈的说法，相关介⼊措施还不完整，明后⼏天可能会陆续有更多做法。究

竟这些迟来的措施能否真的能保障"逃离"的⼯⼈，步⾏回家隔离的⼯⼈是否要⾃费或被

歧视，仍未可知。但我们想提醒的是，即使⼯⼈们能够不必再靠着双脚⻓途跋涉，即

使每位离开的⼯⼈都可以顺利返乡，这起⼈道危机也并未真正结束。

⼀⽅⾯，阳性确诊的⼯⼈仍留在⼚区附近，他们的医疗物资和⽣活需求谁来保障，⽬

前并没有公开的配套安排。另⼀⽅⾯，"逃离"的⼯⼈被富⼠康视为"⾃离"，传统意义上

的"⾃离"即意味着当⽉⼯资不予发放，这成千上万离开的⼯⼈ta们后续的⼯资结算、社

保（富⼠康给了吗？）、乃⾄再雇佣的权益是否能得到充分保障？

此外，毫⽆理性的防疫政策下，不仅仅是富⼠康，成千上万的流⽔线⼯⼈正在这样封

闭、窒息，甚⾄有"强迫劳动"嫌疑的"闭环⽣产"环境⾥⽇夜赶⼯，疫情可能只是这种严

重剥削结构下引爆危机的⼀个引⼦⽽已，但⼯⼈的磨难和⾎汗却是⽆休⽌的。

相信，今天富⼠康的流⽔线依旧轰鸣运转，最新款的苹果⼿机也将持续不断地从富⼠

康的⼯⼚运往全世界消费者的⼿中，⽽维持这座世界的加⼯⼚运转的，是⽣活在这⾥

忐忑、焦虑、饥饿甚⾄⽣病的三⼗多万名⼯⼈的⾎泪。当然也包括，那些不得不半夜

⾼速"⼤逃亡"的⼯⼈们。

本期撰稿&编辑：胡不悦、⾮洲⼤蜗⽜、三不沾

在最后

以上是⼯劳⼩报本期特刊的全部内容。希望你可以来信

（editor@mail.laborinfocn.com）提出建议或加⼊成为志愿者，同时也请你多多分享

给墙内的朋友们。点击下⽅按钮可以订阅和阅读往期内容。

往期 | 订阅

我们关注中国基层劳动者的处境与权益。欢迎透过Telegram机器⼈投稿或推荐内容。

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Twitter账号和TG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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