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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罐头，作为紧俏食
品风靡大江南北，是人们餐桌上的一道亮丽
风景线，是走亲访友的必备礼品，至今仍时
时勾起人们舌尖上的记忆。与之同时，众多
的罐头生产企业红火一时，谱写了一个又一
个财富传奇，昔日的达县地区食品罐头厂就
是其中的佼佼者。

罐头厂位于达城朝阳中路和塔石路交
汇处，现今那里还居住着许多罐头厂的老职
工，他们一路见证了罐头厂的荣辱兴衰，现
年61岁的黄学英就是其中的一位。“我是
1988年入厂的，一直工作到2002年罐头厂
停产。”据黄学英介绍，参加工作时，罐头厂
建成投产已接近30年了，“很多事情都是听
父辈的老工人讲述的。”

据了解，罐头厂于1958年3月开始筹
建，1959年1月建成投产，当年就实现工业
产值190万元，利润20万元。随着工厂的兴
起，地处荒郊的塔沱沸腾起来了：宿舍区、娱
乐休闲场所、农贸市场等拔地而起，“几十年
间，厂区规模越来越大，人气越来越旺，生活
也越来越丰富多彩。”

“红火时期，工厂24小时生产，上班实行
‘两班倒’。”黄学英回忆，工作时无论天气冷
热，生产车间的工人都一律“全副武装”，“穿
白大褂、戴帽子，穿长筒靴、戴手套，从头到
脚捂得严实合缝，夏天时全身都被汗水浸
透，12个小时熬下来，长筒靴里都灌满了汗
水。”

“我刚入厂时，在包装车间工作。”黄学
英说，这是一个相对安逸的活路，“罐头从生
产线上下来时，我们把铁皮外壳上的水蒸气
擦干，然后贴上标签，打包装箱。”一年后，黄
学英调至综合车间，“负责下脚料的处理。”
据了解，这类活路包括
刮猪皮、剔棒子骨、剔巴
骨肉、熬猪油等，“工作
量大不说，一身还搞得
油腻腻的，很恼火！”

“市场上出售的农
产品，我只要看一眼，就
知道合不合格。”黄学英
说，她已练出一双“火眼
金睛”。为了从源头上
保证原材料的品质及供
给，厂领导和技术人员
经常下乡考察采购和发
展新的生产点，每年会

派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农民种植芦笋、蘑菇、
柑橘等农产品。曾经当过验货员的她，每天
要验收上千公斤农产品，一眼就可以分出哪
些是优品，哪些是次品。

靠着严格的质量把关，达县地区食品罐
头厂成了国家轻工部、外贸部定点生产出口
产品专业厂，生产的肉类、禽类、水果、蔬菜
等各类罐头质量可靠，产品不仅畅销全国各
地，还远销欧美、中东、东南亚及港澳等30多
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有过一天生产100多吨
番茄罐头的纪录。”据黄学英回忆，鼎盛时
期，罐头厂的1000多名职工就算是连续加
班也不够用，相关部门只好向全市招收临时
工，或动员城市家庭主妇、学生来支援。“当
时，近八成的达城中小学生都到罐头厂帮过
忙，一到上下班时间，老师就领着排成长队
的学生出现在塔沱片区，非常热闹壮观。”

然而，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加之自身
经营问题，罐头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便开
始逐年亏损。2002年，曾为达州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重大贡献、曾给达城市民餐桌增色添
味、曾给市民带来无限味觉享受的达县地区
食品罐头厂全面停产……

罐头厂勾起舌尖上的记忆
□本报记者 徐冬 闫军 摄影报道

杂草横生的步道，破旧洞风的楼房，斑
驳雨蚀的墙体，这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红
极一时的国营棉纺厂，如今早已风光不再。

“厂里已经放假了，要过一段时间才能
生产。”来到位于达川区南坝的达州市南国
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在大门口值守的李文华
告诉记者，他1981年从部队退役后就到棉
纺厂上班，到现在已30余年了。

“棉纺厂先后进行了五次大的扩能。”李
文华介绍，1958年，达县地区第一家棉纺印染
总厂成立，产能近2万纱绽，是当时的支柱产
业，主要以生产棉、麻布为主。到70年代初，
总厂进行了改造扩建，将原来低矮的红瓦房
改建成高三层的新砖厂房，产能升至5万纱
绽。1982年，又增扩了2万纱绽。1983年成
立了印染车间、服装厂，1994年又将印染车间
升级为独立的印染厂，除生产棉布以外，还生
产少量绦纶，达县地区棉纺印染总厂也改名
为达州市棉纺总厂。

“棉纺厂最红火的时候有1万多人，光临
时工就有4000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李
文华至今历历在目，“特别是80年代末至90
年代初，由于供不应求，前来的商家都是先
拿钱、后提货”。正因生意火爆，在前往新
疆、河南采购棉花时，还出现了对方往棉花
里掺石头的现象。

单位“吃香”，那时能进棉纺厂工作成了
很多人的一大愿望。李文华也就是在这个
时候，从部队退役后选择进入棉纺厂工作。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
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棉纺
厂以及后来成立的印染厂出现运转困难，直

至1997年停产。2004、2007年，印染厂和
棉纺厂分别进行了改制，李文华的“铁饭碗”
时代结束。

“职工是企业的主人，每个职工要说主人
的话，干主人的事，尽主人的责。”进入棉纺厂
厂区生产车间，上世纪刷写的标语无声地诉
说着当年的辉煌。1979年从纺织技校毕业就
进入棉纺厂工作的李小萍，指着墙体上剥落
的标语十分感慨，“以前我们成品车间有300
多人，每天实行三班倒，整个厂区光白班职工
上下班排队都要排到外面的大门口。”

在国有企业改制的浪潮下，为更好适应
经济社会的发展，改制后，李小萍的车间人
数一下缩减至10人。原来7万纱绽缩减至1
万纱绽，棉纺布机从1400余台缩减至216
台，职工人数精减至700余人。“男45岁、女
40岁都被裁减了，只有少部分重新返聘回车
间上班。”李小萍说。

在厂区的多处墙面上，“达棉职工守财
十六条”、“四个形象”等标语，仍能依稀见到
上世纪国营企业的印记。“我们从19岁就开
始进入厂里工作，到现在30多年了，看到现
在的棉纺厂变成了这样，心里很不是滋味。”
李小萍眼眶红了，“我老公也是从学校一毕
业就到这厂里上班，青春全都在厂里度过。”

“今天之所以还在厂里上班，主要是离
家近，能挣一点儿是一点儿吧。”李小萍说，
现在她所在的成品车间，每两人一起检翻一
捆125公斤的成品料仅8元钱，“动作快的
30分钟能完成，一天下来挣不到100元。”

不过，另一个好消息是，在达州经开区
长田村又新建了一个占地270余亩的新厂
区，设计规模达8万纱绽，可容纳2500余人
就业。“或许到时又会焕发出新的生机。”保
安队长张刚说。

一个万人企业的前世今生
□本报记者 李道全 摄影报道

�工人正在修布

�破旧的老厂房

罐头厂旧址

黄学英给孙女讲述过去的故事

在经历了漫长的暑假后，已经习惯了闲散的孩
子们又重新回到课堂，聆听老师的“絮絮叨叨”。

“我真的希望再放两个月。”面对新学期的到
来，马上进入初二的李欣雨同学似乎还没做好准
备，就连老师布置的暑假作业也仅仅提前了一天
完成。“不过，回到学校后又可以和同学们一起耍
了。”想想和同学们的再次相聚，他又充满了渴望
和期待。

“大”学生如此，“小”学生们却不尽然。
“不，我不去上学！”在达巴路口，记者碰到了

正蹲在地上抹眼泪的杜小霆。“4岁半了，一大早
起来饭也不吃，就是不想到学校去。”杜妈妈一脸
无奈，只好蹲下身子来一边说“好话”，一边为儿子
擦眼泪。

“妈妈，你能不能将我送到教室？”年龄稍大的
陈卓然似乎更加懂事，马上步入一年级的他站到
了通川区二小的门口，用小手揉了揉尚未睡醒的
眼睛向妈妈请求，“新的同学我都不认识，你帮帮
我。”“好，只要你乖乖听老师的话，和同学们多交
朋友，我就答应。”面对儿子的请求，陈妈妈一番

“讨价还价”后，双方达成“协议”。而为了纪念儿
子第一天进入小学，两人还在校门口照了一张合
影以作纪念。

不过记者注意到，与害怕进入学校的两位
“小”学生相比，大多数学生还是表现出了一种自
然和积极。在通川区二、七小及实验小学的校门
口，只见一些一年级新生在父母的陪伴下挑选包
书用的塑胶书皮。大一点的同学，则自己备足了
零钱，或买红领巾或购包书皮。

“为迎接新同学的到来，我们做好了充分准
备。”通川区实验小学校长胡逐云介绍，除提前在
校门口张贴和设置了咨询台、标示牌、新生教室安
排表外，还安排了5名教师和10余名高年级同学
在校区迎接和引导。入学第一天，学校还特意安
排了升旗仪式，为新生们讲解上学第一天的安全
知识及注意事项。

“刚开始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但慢慢地
就习惯了。”对于学生们暑假期间的“疲倦”和不
舍，胡逐云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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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川区一小开学典礼

通川区文华街小学老师与新生谈心 带着我的手工作业，给同学们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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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别怕

天啦，要迟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