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 论 是 经
典绿色压纹的
101 号 绘 图 铅
笔，还是黑头金
身的118号高考
专用铅笔，几乎
每个人的学生
时代都有关于
中华牌铅笔的
记忆。中华牌铅
笔最经典的101
号绘图铅笔，浓
度从2H一直到
6B，2B铅笔 是
其中一种浓度。
有80年代考生
为了纪念过去
的时光，特地保
存下高考时用
的那一支铅笔。

20世纪80
年代起，中国引
进了“微机读
卡”技术，手动
批阅选择题逐
渐被代替，学生
开始用铅笔涂
写答题卡。直到
2001年全国高
考采用答题卡，
2B铅笔，尤其是
中华牌2B铅笔，
成为每个学生
笔盒中无可代
替的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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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高温烧铸2B铅笔
答题卡上填涂高考记忆

2000年左右， 中华牌铅笔
迅速着手生产技术革新，已经熟
悉了厂里几乎所有设备的董福
民从设备工程师转岗作为工艺
工程师。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节
约成本，他着手自行改良生产设
备， 渴望能够实现半自动化生
产。他凭借自己过去学习的机械
知识和设备经验改良成功，这样
就实现了轮流印刷，生产的速度
提高了数倍。

“我读书的时候都还没有考
大学这回事，所以后来进了技校
学习。但我成绩不差，1977年恢
复高考， 心里想为什么不去考
呢？ 结果考了一次没有考上，

1978年考了第二次， 就考上了
大学。” 他认为高考对一个人至
关重要， 不仅可以改变自己，还
能够用今后学习到的知识改革
已有的东西， 甚至改革一个行
业，“就比如小小的铅笔制造。”

铅笔小而简单， 但绝不平
凡。自1935年，中华牌铅笔走过
80多个年头，中国的铅笔制造业
从无到有，打破了欧美垄断中国
市场的僵局。从为神舟七号的宇
航员设计太空专门用笔，到如今
致力于发掘稀缺木材替代材料，
中华牌铅笔制造人凭借着自己
的坚持，不断突破自己，迎接新
的挑战。

然而，并不是市面上的每一
支“中华牌铅笔”都是正规生产
的，不少生产技术不达标的厂商
利用老字号的名头山寨铅笔。
“过去有买过假的， 削铅笔削到
一半发现木头是断裂的。有次考
试假铅笔涂着涂着铅芯直接断
了，只能很尴尬地举手问监考老
师能不能问其他同学借，” 曾参
加过高考的80后周宁吉（化名）
认为，那时大多在小文具店或者
摊贩购买中华牌铅笔，但质量良
秀不齐，“现在好了，厂家可以直
接进驻网络， 保证直销质量，比
如京东。”

事实上， 从90年代高考2B
铅笔火了之后，中华牌铅笔的山
寨次品就层出不穷，为此中华牌

对各地的制假窝点连续打击、起
诉。2012年起，为了顺应网络消
费时代的潮流，中华牌铅笔开始
从传统销售渠道转向与京东这
样的电商平台进行合作，每年销
售数据对比以往呈几何倍数增
长。“当初没有电商的时候，很多
消费者为了买正品的中华牌铅
笔，都打电话到工厂，有的直接
大老远跑我们办公室来购买，后
来工厂为了方便顾客购买正品，
就出现了电话邮寄服务，最后就
直接在京东这样的电商上直销
了。” 中华牌铅笔电商销售主管
的秦汉臣表示，推荐想要购买正
宗中华牌铅笔的顾客到京东的
旗舰店，“厂家直供，多快好省。”

■来源新华网

40多道工序
保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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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借我一下2B铅笔

吗？我大概经常这样问同
桌借这支笔，因为每次考
试都要用。后来要高考，没
办法必需得备一支了，那
个时候听人家说还是中
华牌铅笔涂了不会出乱
子。”90后徐飞（化名）回
忆起高考文具，第一个想
到的就是2B铅笔，因为每
次涂写答题卡都必然用
到这支铅笔，“没了它还不
行。”

“1995年左右有个新
闻，讲某次重要的考试发
生一起零分答题卡现象，
倒查回去发现是读卡机
没法识别已经涂好的答
案。后来得出结论，识别不
出来的原因基本上就是
铅笔的浓度不对，所以读
出来是零分。”中华牌铅笔
生产技术部副部长董福
民回忆，从那时起，使用过
的消费者就认准了它，因
为中华牌2B铅笔的笔芯
浓度适宜、不易断裂、容易
修改。

这些优点背后的原
因都要归结于笔芯制造
的秘密。一支铅笔的制作
过程需要经过四十多道
工序：原料搅拌、配料调
和、压滤、热捏练、烘芯、烧
芯……板材切割、粘合、组
装、 印刷……笔芯自然是
铅笔当中最重要的部分，
制造笔芯需要经过多重
工序，从混合粘土、石墨的
配比开始，一直到搅拌、挤
压、切断、烘芯、烧芯、油
芯，每一个步骤都搪塞不
得。例如，烘芯的温度必须
在180摄氏度， 水分没有
干透，制出的铅笔芯就极
易断裂； 烧芯的温度必须
达到800摄氏度， 随后将
温度缓慢下降， 否则笔芯
就会太过硬、脆。

“工作三十多年，每天都认认
真真，不想别的，就想负责做好手
头的事情。” 赵杰师傅于1981年
分配至厂，从最初厢式烧炉工人
开始做起，如今已经成为了制芯
车间主任。最初厢式炉都需要人
工操作， 赵师傅日日衣衫湿透，
站在800摄氏度的高温炉旁边，
工作一小时，就要休息一会儿。

为了适应铅笔不断扩大的市
场需求， 中华牌为高考设计了一
款专供答题卡涂写的128号专用
铅笔， 以区别于最经典的101号
绘图铅笔，方便广大考生。工厂也
不断扩大设备容量， 厢式炉也由
小炉变成了大炉。 起初十年日复
一日做着烧炉工作， 成为赵师傅
口中一句轻描淡写的“没什么”。

“领导看我工作认真，十年后

就从烧炉岗位调动到其他工作
上，后来的二十多年做遍了各个
生产线上的工作，变成了车间副
主任。”今年56岁的赵杰认为，无
论什么行业，只有通过自己的双
手投入生产，才会逐渐油然生出
巨大的满足感。

1993年，徐国伟师傅结束了
三年学徒生涯，正式开始在生产
车间流水线上担任班组长。“那几
年，完全来不及做，每年上半年一
直都加班，每周六都要来加班，因
为要买的人很多。销量太好，所以
连先付款后交货的采购订单都
排长队。很多工人的亲戚朋友都
会托他们带铅笔回去给小孩考
试用。” 现担任制杆车间主任徐
师傅回忆， 当时设备还没有更
新，从生产速度和生产质量上来
说，远远无法和现在比。拿制笔
杆的机器来说，刨杆机那时单刀
作业，笔杆不如现在双刀作业那
么光洁；笔杆木材和铅芯之间使
用白乳胶，粘连效果不如之后多
次试验的新胶水牢固。

采购订单先付款
都要排长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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