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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邹建平17岁。

这年1月，作为知识青年的她，下放到了澧县

白衣公社和平大队（今属津市市白衣镇）知青点。

11月13日，她和同学在大队分给他们的菜园

里施肥。突然，大队书记跑过来，挥着手中的纸喊

道，“建平，通知来了。”

“什么！什么通知？”

“你被录取了。招工！去什么yuan!”

“什么？”

“什么yuan，不是桃源。”

……

“我当时也没听清楚，只知道招工被录取了，

很兴奋，粪瓢一扔，就跑上前去。”50年后，邹建平

依然记得那一天。

那个什么 yuan，叫浦沅，全名叫浦沅工程机

械厂，在常德县灌溪公社一个叫樟树湾（今属常德

高新区）的地方。当然，当时所谓的厂，不过是渐

河边的一片荒芜的丘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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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邹建平拿到通知的时候，徐志良也被组织叫去谈

话。他是上海市拖拉机厂的车间党支部书记，这年 35 岁。“领

导告诉我，要我去湖南，随上海工程机械厂参加三线建设。”

回想当年，徐志良说，当时真的什么都没想，回家告诉老婆要

去湖南了，全家一起走。“我爱人是医生，孩子也跟着我们来

了。”

三线建设，这个现在有些陌生的词语，在上世纪 60年代绝

对是“潮词”。它是中央根据当时国际形势，作出的以战备为中

心的重大经济建设决策。一方面是一线地区部分重点高校、大

型工厂等内迁，一方面是新建项目的选址倾向三线地区，“好人

好马上三线”“靠山、分散、隐蔽”……这些都是当时对“三线”的

诠释。

常德地区恰好在二线与三线的接合部。民间曾有“过了沅

江就是三线，没过沅江就是二线”的传说。为此，在 1966年，湖

南省特成立了 3个地区物资局，统一供应全省三线建设所需物

资。常德便有其中之一，另外两个分别在邵阳、岳阳。

浦沅工程机械厂是上海工程机械厂包建搬迁的大三线建

设项目。老人们讲，最初的选址并不在常德，而是在云南、四

川。几经周折，最终选在了常德。而在浦沅厂“入常”之前，常

德接受的比较大的三线项目有桃源纺织印染厂、湘澧盐矿等；

另外，南京大学中南分校（654 工程）也落户常德。不过，该项

目完成部分基建项目后停滞，并未招生。1970 年，依托 654 工

程的基建，改建成了红光仪器厂，也就是今天的华南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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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 11 月 14 日，大队贫下中农协会主席帮着邹建平挑

着行李，赶到澧县县城报到。“整个公社就我跟另外一名女同学

被录取，全县也只有 200名同学。”邹建平说，在当时，成为一名

工人是一件极其荣耀的事，她闪烁着“幸运儿”的光芒，无比兴

奋。“听人说，因为是重型机械厂，原本浦沅厂不要女工的。后

来县里说，那不行，不要女工，我们就一个都不给。这样才临时

调整了 20%的女工计划，最后招了 160名男工、40名女工。”

差不多在同样的时间，徐志良一家和近千名上海籍工人及

家属也从上海出发了，与邹建平等不同，尽管洋溢着革命的热

情，但毕竟人生地不熟，那种背井离乡的感觉可想而知。杨业

福以另外一种视角说出了当时的这种心情。他是常德人，不过

他当时正在武汉。身为军人的他，当年 37 岁，正在参加“三支

两军”工作。“我当时的工作，就是动员工厂里的干部职工参加

三线建设。”作为亲历者、动员者，杨业福说，他见证了那种抛家

舍业、二次创业的现实与理想的冲撞。不过，杨业福没想到，几

年后他也会进入三线工厂。

在《浦沅魂》一书中，记录了徐志良一行西迁时的经历。“绝

大多数被批准光荣支内的员工及家属们根本不知道地处常德

的这个浦沅厂何许模样。不久，首批支内职工奔赴这里，许多

青年工人满怀憧憬，结伴而行，开开心心坐火车到了长沙。感

觉不错，‘与上海相差不大嘛’。第二天清晨，他们搭上了厂里

的敞篷卡车，沿长常公路西行，跨湘江渡口，渡益阳资江，近 10

个小时后终于风尘仆仆、蓬头垢面地到了常德。大家一瞧，常

德还算得上是座小城市。甫一心定，不料又被告知，还得出常

德西北沿常澧公路走 13公里。正疑惑间，卡车‘吱’的一声，在

一个叫灌溪公社樟树湾的地方停了下来。大家四面环顾，心凉

了一截。除了孤零零的临时木扎牌坊和 4栋单身宿舍外，几乎

全是杂乱的工棚和一片荒芜的红土坡。夕阳残照，大家沮丧极

了，一个年轻的女工当场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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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这就是当时的浦沅厂。

沅江边长大的杨业福说，当时的樟树湾真的很荒凉，就零

星地散居着十来户人家，剩下的全是稻田和荒地。“渐河是搞

‘大集体’时人工开挖的。”杨业福的家在大河街。1950 年参加

志愿军离开常德前，就一直呆在那里。他参战回国后，随部队

驻扎武汉，隔段时间就回常德探亲。

“我去当兵时，常德城谈得上是工厂的，就是篾厂。”诚然，

虽然是湘西重镇，但当时的常德依然是农业社会，经济大部是

农业。本地较大的工业企业之一七一机械厂，不过就是座生产

“水嘴”（水龙头）的工厂，待发展到中期才生产水泵、机床等。

再像常德棉纺厂、常德卷烟厂等，都是以生产布料、香烟、食品

等为主的轻工业。重工业可以说是零。

“我们来了之后，设备都需要从长沙、上海采购，但是常德

当时并不通火车，只能通过火车运到长沙后，再用卡车拖回

来。”郝文海说，他是上海工程机械厂的司机，1969 年，他同徐

志良一起来到浦沅厂。“从长沙到常德，交通很不方便，过了湘

江过资江，过了资江还要过沅江，而且都没有桥，都要过轮渡。

路也不像现在，坑坑洼洼的。一下雨，淤泥能没过脚脖子。”

郝文海说，后来厂里特意买了两艘船，专门从上海运物资

进常德。“那是当时沅江里，最大的两艘船。”

事实上，别说是工业设备，连生活设施和生活用品在当时

的浦沅厂都无法保障。徐志良说，他们刚来时住的是芦苇搭成

的棚子，起码的柴米油盐都要去十几公里外的常德地区（今武

陵区）采购，而且根本就没有车。“我有一次去地区开会，没有

车，步行去步行回，走了多远呢？从现在的三岔路走到浦沅厂，

我花了一个多小时。”

徐志良来到常德后，在车间里待了不长的时间就调出了。

厂里让他去组建子弟学校。因为周边没有学校，从上海随家长

过来的孩子们到常德后，就流散在工地上，大人们要工作，孩子

们没人管，有的孩子甚至还摔断了胳膊。“刚开始的子弟小学没

有教师，也没有教室，连个落脚点都没有，晴天席地而坐，跟郊

游一样，雨天就没法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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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用的是煤油灯，住的是油毛毡棚和农

民遗弃的草棚，这就是建工之初的浦沅厂。

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浦沅厂开始生产了。1970年 4月

26日，第一批某型夯土机下线。当时，浦沅厂还在进行第一批

搬迁。尽管如此，当年浦沅厂就完成了 456台夯土机、6台升降

机的生产任务。边基建、边搬迁、边生产，是那个时代浦沅厂的

真实写照。

1971 年 7 月，国家向浦沅厂下达紧急生产某型 2500 吨级

打桩机的任务。这是个有 28 个部套、高 24 米、重 38 吨的大

家伙，上海工程机械厂曾经用 16 个月才试制了一台。这场

叫 做“ 两 千 五 ”的 大 会 战 ，在 浦 沅 厂 第 三 批 搬 迁 期 间 打 响

了。他们先后攻克了 60 多项技术难关，甚至还用上了类似

农村油坊榨油的方法，30 多人一起操作，撞出了八支丝杆的

球头毛坯。技术革新、土法上马、土洋结合，用近百天的时

间，按质按量完成了任务。1972 年，8 吨汽车起重机定型生

产，成为全省首批汽车起重机。1973 年 12 月 25 日，浦沅厂

基建项目通过一机部（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投产验收。

1976 年 7 月 27 日，唐山大地震。8 月 11 日，为支援震区人

民，浦沅厂承担了生产 40台 8吨汽车起重机的任务。“接到生产

任务，厂党委书记、厂长赵加胜带着厂领导一班人，和工人们

吃、住、睡在车间里，醒了就生产，累了就睡在机器旁，没日没夜

地工作。”杨业福说。1974 年，他从部队转业到了浦沅厂，成为

一名车间党支部书记，他见证了浦沅人那种拼命三郎的劲头。

1976年 9月 26日，浦沅厂完成上级交办的支援灾区生产任务。

在浦沅厂，曾有过这么一句口号，“8小时内拼命干，8小时

外抢着干，分内分外都要干，千方百计争贡献”。浦沅人真的做

到了：

1976年 11月，3台 2.5吨打桩机锤发往北京，参加毛主席纪

念堂建设。

1980年 10月，新产品 QY12吨汽车吊试制成功。

1987 年，成功试制混凝土搅拌车、高空作业车、25 吨越野

底盘。

1991 年 12 月，浦沅厂工业总产值、销售总额、销售收入 3

项指标同时超亿元，创历史最高水平。

1995 年 12 月，成为湖南省 7 家“双扶”企业之一。其现代

企业改制列入国家经贸委抓的 1000家企业之列。本年度市场

需求下降，生产经营遇到困难。

2000年，销售收入首次突破 3亿元大关。

2002年，全年经营规模突破 10亿元大关。

……

浦沅厂一步步长大，成为中国工程机械 50强之一，全国汽

车起重机“四强”之一。因此，灌溪也从一个小集镇，成为“中国

吊车第一镇”，浦沅厂的产品也从国内走到了国外，装备制造逐

渐成为常德的一张名片。即便到今天，浦沅厂已经成为过去，

依然能够依稀见到它的影子。

走在常德高新区，浦沅厂的老工人熊世洋会时不时地指着

前面的一家工厂或一栋楼说：

“这个厂，就是以前浦沅厂的液压车间。”

“这个厂，就是以前浦沅厂的技术楼。”

……

2003 年，浦沅厂与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中联建设机械产

业公司）合并，浦沅厂成为历史。到今天，这次究竟是兼并还是

合并，老浦沅人有着自己不同的看法。在这里，记者尊重他们

的选择。

不过，看得出，浦沅二字已经深深地烙在了他们的内心深

处。站在浦沅厂的老大门处，邹建平指着浦沅职工医院的牌子

说，“现在厂子里，能看到浦沅的地方不多了。不过，常德人都

知道，这里是‘浦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