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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红火的年代，在我记忆中大概是在90
年代，生铁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买生铁的
老板们提着现钱来买铁。”王德福说，上万、数
十万的现金被老板们装在鼓囊囊的包里提到
厂里，每天的铁刚出来就被车队拉空了。

由于需求量大，厂里送货的车队已供不应
求，还有外面的运输公司加入，送往各个钢铁
厂。“我记得最清楚就是送往当年的达钢，厂里
效益红红火火。”但是，渐渐的，由于种种原因，
就逐渐走向了低谷，王德福介绍，因为经过七
八十年不间断的开采，好些矿井都面临枯竭的
状态，而且挖出的矿石含铁量低。一些精煤从

重庆市万盛区用火车运输过来，还有的从附近
的开江、宣汉等地拉来，基本全部堆在万源火
车站附近的一个堆煤场，他伸出双手很夸张地
比划了一下，“起码有4个中心广场那么大
哦”。

谈到现在，王德福还有些许叹息，破产后，
万福钢铁厂成立了留守处，不少退休的工人都
离开了厂区，随子女居住在达城，尽管辉煌的
万福钢铁厂已成为了过去，但在他们心中，钢
铁厂就是他们的根，对它的记忆永不会抹去。

（本报记者 张黎丽）

“寻找达城记忆”系列报道之二十一

一位老翻砂工记忆中的万福钢铁厂

在达城市政府机关幼儿园附近,有一家万福宾馆。它毗邻通川桥头，坐
落于无论当年还是现在，都是很繁华的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地段。看上去
毫不起眼的一栋普通建筑，在几十年前却是门前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它的
前身是万福钢铁厂驻达办事处。万福钢铁厂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是达州
最早的钢铁生产大型企业，为达州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达州钢铁工业的起
步、发展作出过积极贡献。近日，从小生活在万源万福钢铁厂、将整个青春
和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钢铁厂、见证钢铁厂起起落落的六旬老人王
德福，为记者细细回忆当年的一幕幕。

1940年，因抗日战
争需要，万源铁厂、福源
铁厂建成；

1951年，人民政府
接管后，两厂合并为万
福铁厂；

1987年，首批低
磷 、低 硫 、低 锰 生 铁
2000吨出口印度；

1999年，停产；
2001年，破产……
据王德福回忆，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
残酷阶段，为了造枪造
炮，在万源私营的铁厂
顺应而生，“我听父辈
说，是两位美国冶金矿

业学院毕业的‘海归’大学生做向导在万源找矿石的。”王德福
说，找到的矿石就地粗加工成生铁再运往重庆24兵工厂（即现
在的长安汽车厂），因此，厂的名称最初叫24兵工厂的附属厂
矿。

万源大山连绵，森林多，富含矿石，但是从王德福记忆以来，
找矿挖矿之路异常艰苦。“听父辈说，当年进森林从长坝（音）分
路，那时还没通公路，从水路行船，进去之后就是原始森林，全是
需要几人合抱的参天大树。”王德福说，工人们野外居住条件艰
苦，用青树捆扎在一起做成床，四周用席子围绕，屋顶搭茅草，
搭建的简陋“帐篷”就是工人的家。

据他介绍，万源铁厂和福源铁厂属于私营，1951年，人民政
府接管后，两厂合并为万福铁厂，后又更名为万福钢铁厂，系地
属钢铁企业。

王德福的父亲是厂里的采购员，母亲是厂里理发店的理发
师，因此他们兄弟姊妹打小就生活在厂里，对父辈早出晚归的辛
勤付出看在眼里、刻在心里。他说，他小时候因家庭贫困，父亲
因工伤去世后，为帮母亲减轻负担，在厂里背矿石背焦炭，一吨
挣一块钱，这是王德福认为最苦的日子。

土焦窑烧出来的焦炭需要人工背到轨道车的位置，再由轨
道车运往下一个制作车间，从土焦窑到轨道车的距离有多长？
王德福回忆道，“起码从达巴路口到凤凰山黄桷树的位置。”那段
距离，在当年背焦炭的孩子们心中，是一段长长的“天路”。土焦
窑烧出来的焦炭，用水管淋水熄灭，降温，背炭的工人们一拥而
上，背篼你挤我，我挤你，争先恐后往里面装，其中不乏像王德福
这样十一二岁的小孩子。背篼装满后，往山上前进，却没有一条
像样的路，人工凿出的一条山路，狭窄曲折不好走，他们“吭哧吭
哧”一步一个脚印地往返两点之间。

记者问王德福，一背篼可以换多少钱，他伸出手指比了个
“1”。记者问，“一块钱？一毛钱？”他乐坏了，摇头说，“一吨才能
换一块钱”。原来，背炭的工人连人带背篼一起过称，然后除却
毛重，就是实际重量，一吨才够一块钱，又背又挑，一个月算下来
能赚三四块钱。“所以，我们那群人比较矮，都是在长身体的年代
背煤炭压矮了。”虽然日子苦，但是王德福回忆起来却笑嘻嘻的。

万福钢铁厂坐落在万源县沙滩乡（现万源
市沙滩镇），沿河而建，占地94.7万平方米，整
个厂区绵延长达40里，所以也被工人们亲切
地喊做“40里厂区”。

1971年，王德福正式参工，分到机修车间
当翻砂工，搞铸造，分铸铁和铸钢，比如汽车的
龙骨、车床以及很多的成品或半成品都是铸
造。翻砂工介于技术工和体力工之间，虽然有
技术要求但是劳动强度也非常大，浇铸、搬运
等都非常耗费体力。一件成品要严格按照图
纸说明精确到毫米，图纸上注明了工时，也就
是制作时间，技术娴熟的可以提前完成拿下一
张图纸做，工资也会更高。

王德福对记者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至
今对制造当时高炉所用的铜风嘴印象深刻。
“高炉用的铜风嘴，是用于吹风，给炉子里面灌
风进去，促使焦炭矿石融化变成铁水。”时隔多
年，他谈起工人们的技艺仍然唏嘘不已，因为
铜风嘴壁很薄，只有几毫米厚，中间空的，用铁
水铸成，先做龙骨架，再造型，还得在地上挖沙
坑，把模具埋进去然后再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工
艺才能铸造出来。技术难度大，失败了就要重
新来过，要技术达到一定水平，才能造出合格
的产品。

“厂里对产品的要求非常高，力求完美，精
益求精。”王德福介绍，不仅对工人们的技艺要
求高，就连铸模具的“配沙”也是从内蒙古拉来
的，因为本地沙的泥土质太厚，铁水浇进去，高
温易产生气体，铸件会出现空洞，做水压测试
时，渗水漏水标明铸件不合格。

在1986年到1987年的万福钢铁厂年鉴
上，记者看到，那几年，外部条件急剧变化，原
燃材料提价、产品疲销且价格下跌，资金短缺，
运输全面吃紧，财政取消补贴，内部经济负担
沉重，企业不得不打开新思想，走上改革之路。

1987年企业实行承包经营制，这一变革，
使职工和企业的命运紧密地连在一起，既增加
了求生存、求发展的压力，也极大地调动了生
产者、经营者的积极性。企业内部实行了多种
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开始形成“风险大家担、经
营大家管、利益大家得”的改革局面。当年，生
铁、水泥的产量，工业总产值和实现利润都创
下了新高，同年，首批低磷、低硫、低锰生铁
2000吨出口印度。万福钢铁厂的蓬勃发展在
川内赫赫有名，与位于达城的达钢也业务来往
紧密，经常有万福人来达州办事洽谈业务，万
福钢铁厂为达州的钢铁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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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标的设有保留价，低于保留价依法不予成交。
以上标的以现状进行公开拍卖，标的以现场实际移交为准，成交价不受

实际规格大小增减的影响。买、卖双方所发生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应
缴纳部分。拍卖标的展示于标的所在地:1号标的存放于达州市达川区麻柳镇
麻柳中学；2号和5号标的存放于达州市达川区大树镇人民政府院坝内；3号
标的存放于达州市达川区黄都乡政府伙食团;4号标的存放于达州市达川区
麻柳镇政府院内。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会日前止。拍卖人不保证拍
品真伪，拍卖人不承担标的瑕疵担保责任。有意竞买者，请对拟竞买标的自行
审鉴后，于公告报名时间内持有效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并按拍卖文件约定
交纳竞买保证金（不计息）办理竞买报名手续。详情请向我公司查阅拍卖文件
和咨询。联系电话：400-800-306513981486115 联系人：张先生

网络实名：达州拍卖网（http://www.dzpmw.com）
报名地址: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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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的 名 称 及 规 格
乌木1（树中间处约￠62cm,长约16.5m），大约4.98m3。
乌木2（树中间处约￠45cm,长约10.0m），大约1.59m3。
乌木树根
19段乌木，最长乌木枝段约3米、最短的约70厘米,总计大约3.88m3。
38段乌木，最长乌木枝段约2.3米、最短的约60厘米,总计大约1.77m3。
乌木1根（平均胸径约￠67cm），总长9.9米，实心部长约7.8米，空心
部分约2.1米，大约2.87m3。
乌木1根(胸径约￠130cm，长约3米，大约2.46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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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达州金诚拍卖公司拍卖公告
国家AAA级资质拍卖企业

受委托，定于2016年6月16日10:30在达州市通川区西外永祥街68号
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会议室对下列乌木资产进行公开拍卖。

报名时间：2016年6月14日至6月15日17:00 2016年5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