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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达城记忆”系列报道之十七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的发展，计
划经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那种拿批条购买
罐头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市场经济的自由
竞争，日益凸显罐头厂的弱势，从上世纪九十
年代初开始，经营局面便开始逐年亏损。”现
年77岁的退休老职工杨定武介绍说，到1992
年，为挽救颓废的罐头市场，罐头厂放弃了已
经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各类罐头生
产，一些老工人退休离去，人员分流后，留下
一些精兵强将再次创业，厂里改为专门生产
“峨眉雪”牌饮料，也曾一度畅销了几年。同
时广开门路，实行多种经营，先后还生产过味
精、精干麻、蘑菇、人造花岗石等。但随着市
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的
崛起，那种老式的经营管理模式最终导致失
利。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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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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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失落的厂区先后被一些小型企业
租用改做它用，曾经的巨鑫实业、川汉子牛肉
都曾在败落的罐头厂废墟上发家兴旺。而今
的厂区，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洗涤，变得破旧

不堪，但昔日的厂房仍在，职工宿舍楼也斑驳
陆离，长满杂草，坚守此地的老职工的身影显
示岁月的存在。曾经辉煌的企业没落成现代
城市的棚户区，一些废旧回收、木材加工、建
材水泥经营成为这棚户区最后的守望者。

近年，市委、市政府把塔沱片区改造纳入
议事日程，罐头厂的拆除，也在规划区域。在
厂里一直生活了近60年、把整个青春都献给
罐头食品事业的很多老工人都舍不得离去，
对破旧的厂房和宿舍楼怀有很深的感情。而
面对挖掘机的轰鸣，看见厂房变为瓦砾，他们
的不舍也只有深埋心底，对区域的改造，表示
大力的支持。

据规划办的负责人说，未来这里将建成
繁华的现代商业区，有漂亮的广场、郁郁葱葱
的绿化公园、便捷的购物中心、舒适的商住环
境。如今在“二普”地段，规划的3000套安置
房正如火如荼地加紧施工。虽然难舍拆离，
但未来的家园将会更美好，对于将一生都奉
献给老罐头厂的人来说，棚户区的改造与晚
年的居家生活很值得期待。

（本报社区记者 邱一彪 谯继）

那些年的地区罐头厂
逝去的舌尖美味成追忆

为留住这一段曾经难忘的记忆，社区记者通过多方打
探，在一栋破旧的砖房里，找到安享晚年的原罐头厂老领
导、年届八旬的王兴连老人。听闻社区记者来意，老人布
满皱纹的脸上充满喜悦和兴奋。在他悠远的回忆中，我们
聆听了食品罐头厂诞生的故事。

“达县地区食品罐头厂诞生于1958年3月，名叫达县专
区工农罐头厂，是达县专区为改变当地工业落后面貌和满
足供应部队军需食品应运而生的。因当时土地珍贵，为不
占用良田好地，筹建班子多方考察论证，最终选择了既方
便日后罐头运输、又有清洁水源的塔沱州河边、鹿鼎寨山
下的一片荒芜地块为厂址。”

在王老的记忆中，那时建厂十分艰难。由于鹿鼎寨山
下全是一片乱石坟包，如今的厂门口原来也是一座小山
包，需要炸掉山头平整土地。当时没有大型机械，都是人
工挑、背、抬运。因交通不便，材料奇缺，一切都是白手起
家。尤其建厂需要的数不清的沙石要从州河岸边搬运过
来，好的条石甚至要到达钢、河市下面去寻找，而盖厂房的
砖瓦则需要工人自己烧制。那时人手缺乏，就向社会招
募，很多十七八岁的年轻小伙、姑娘被招进厂里，正值青春
年华，除男同志搬运重一些的石头、机器、器材，女同志也
是风风火火地穿梭来往于工地现场。

现年78岁的退休职工罗泽玉老人回忆说，她也是第一
批建厂招进来的女工，是从达县申家乡赶来报名的。记得
当时刚好20岁，与她一起进厂的有好几十人，成为第一批
建厂主力军。那时为赶建厂房进度，白天黑夜加班加点，
她们女同志一样的每天要完成背1000匹砖块的搬运任
务。就这样一年时间不到，硬是把一片荒芜的土地变成了
一座小有规模的工厂，于1959年1月投入生产，当年实现工
业产值190万元，利润20万元。

王老说，罐头厂最初占地100余亩，后来修建塔石路和
白塔路等切割，厂区占地余下60余亩。随着生产的发展，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厂区不断改扩建，塔沱片区因罐头
厂而变得繁华热闹，人气越来越旺，罐头厂工人的生活也
越来越丰富多彩。

曾任罐头厂综合车间主任的田志明老人
回忆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罐头厂的生产
与销售进入快车道时期。

“那时，厂区综合车间、实罐车间、空罐车
间、包装车间、设备库房、锅炉房等一应俱全，
生产的设备和工艺也不断更新。”田老回忆
说，上世纪六十年代，物质生活匮乏，能吃上
罐头是件梦寐以求的美事。因此，他们生产
的罐头经常供不应求。最红火时期是上世纪
的七八十年代，为赶产品满足供货需求，工厂
24小时生产，上班实行“三班倒”。

一些时令性的罐头如蘑菇、柑橘等，季节
性很强，技术人员到乡下指导把关，把原材料
采购回来，再组织职工加班加点生产。田老
记得，每天上百吨的红橘运回来后，在厂区摆
满一大坝，堆积如山的红橘成了“红色海洋”，
货源催得紧时，全厂的1000多名职工齐上阵
连续加班也忙不过来，不得不向社会招收临
时工，或动员城市家庭主妇、学生来支援，那
时达城的很多居民及附近农民都到罐头厂做
过临时工。到鼎盛时期，全厂有正式职工近
1300人，临时工达到3000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罐头厂进行扩建，修
建了日消毒10吨大锅炉和4吨的小锅炉，还
从意大利等国引进空罐电阻高频焊接自动生
产线，各种创新技术也日臻成熟，年生产各类

罐头上万吨，曾经创造过一天生产上百吨橘
子罐头的纪录。经不断改扩建，1980年，达到
1万——1.5万吨各类罐头制品的生产能力。

田老回忆说，几十年间，厂里先后开发生
产了蘑菇罐头、芦笋罐头、柑橘罐头、猪肉红
烧罐头、午餐罐头、清蒸罐头、梨子罐头、四季
豆罐头、西红柿罐头等30多个品种。而最出
名的是“午餐罐头”，至今都还在人们记忆中
留下美好的舌尖回忆。

那时计划经济年代生活困难，罐头成了
人们羡慕的美食，人们看望亲属、探视病人、
馈赠朋友，带上几听罐头是既体面又实惠的
礼物。

靠着严格的质量把关，那时地区罐头厂
不仅成了达县地区的龙头企业，还成了国家
轻工部、外贸部定点生产出口产品专业厂和
军供产品定点企业，生产的肉类、水果、蔬
菜类罐头质量可靠，产品不仅畅销全国各
地，还远销欧美、东南亚等三十多个国家和
地区。像梅林牌番茄酱、午餐肉、清蒸肉等十
多个品种曾荣获过部、省和省同行业优质产
品奖。

记者在厂区档案室了解到，地区罐头厂
从建厂至1990年，累计生产各类罐头食品10
余万吨，创工业总产值3.94亿元，实现税利
1800万元，上交各种收入3000多万元。

辉煌鼎盛 产品远销东欧B

难舍拆离 未来家园更美好C

自原达县地区
食品罐头厂开拆，社
区记者便数次来到
拆迁现场，试图在一
片瓦砾废墟中寻找
它过去的辉煌。而
看着陪伴自己走过
半个多世纪的厂房
消失，不少原厂老职
工心中有万般留念
与不舍。这个曾经
给很多老达城人提
供过舌尖上美味的
大型食品国有企业，
曾经的辉煌和红火
永远存留在市民的
记忆里。

艰苦建厂
荒芜土地诞生龙头企业A

厂区的牌子依旧，但辉煌不再

昔日罐头厂全景

达州华康医院(原达州陆军医院)是一所集医疗、预防、保健、教学、科研、康复为一体的综
合医院。因学科建设及业务拓展需要，特面向社会招聘一批专业技术人才，欢迎各位有识之
士加入我院技术团队，施展才华、共谋发展！

招聘岗位及条件：

报名时间：启事发布之日起
报名方式：1.直接携带简历到医院人事科现场登记报名；2.关注达州华康医院微信号(da-

zhouhuakang)，下载并填写《达州华康医院人员基本信息表》，投递至医院邮箱：dzsdzh-
kyyrsk@163.com

待遇：参照同等医疗机构执行，部分学术学科带头人及专业骨干可来院面谈。
医院地址：达州市达川区西环路511号 联系人：黄老师、刘老师 电话：0818-2100538

岗位
普通外科
内科

麻醉科
口腔科
超声诊断

财务会计

专业
临床医学（外科学）
临床医学（内科学）
临床医学（麻醉学）

口腔医学
临床医学（超声诊断）

经济管理与财会专业

学历
本科及以上
本科及以上
专科及以上
专科及以上
专科及以上

本科及以上

数量
3
2
3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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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条件

取得初、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在二
乙及以上医院三年以上执业经历

取得中级会计师资格证，从事企事业
单位会计经历3年以上，有医院财务
工作经验者优先

达州华康医院人才招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