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沽化笔韵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 022 ）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天津市宝文印务有限公司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6 印张

字数：280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沽化笔韵 / 天津大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工会编.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201-08211-0

Ⅰ. ①沽… Ⅱ. ①天… Ⅲ.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Ⅳ.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3)第 118063 号



编委会成员

主编：李秀顺
编委：付文龙 杨连军 孙 洪 栾惠良

刘文利 孙志刚 王汝舟 仝志欣



目录

序

《沽化笔韵》是一本以文学形式记录大沽化工发展历程的作品集。
《沽化笔韵》展示的是企业文化建设日积月累的鲜明印记。
大沽化工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它的历史亦是新中国化

工发展的成长史。
大沽化工东临渤海，海上航运四通八达；北傍海河，海盐资源十分丰富；南接大

港，天然气供给得天独厚。 自然之资源，地势之优越，形成了独特的企业文化氛围。
大沽化工始建于 1939年，饱受强敌外辱的蹂躏，又见证了抗战胜利和新中国

成立所带来的无限生机。 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企业步入改革的轨
道，团结带领广大职工群策群力，艰苦创业，奋发有为，先后利用国内贷款和外资，
引进了离子膜等一系列大型先进生产工艺，改造了老工艺，使得企业发展焕发出勃
勃生机。 到今天，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产品产量不断攀升，竞争实力不断增强，职工
生活不断改善。所有这一切，见证着企业发展史，折射出改革的岁月和时代的变迁。
基于此，工会组织编辑出版了这本各个历史时期的优秀职工文学作品集，以弘扬企
业文化，再创企业辉煌。

企业文化是一种特色文化，不同地域环境造就出不同的文化内涵。大沽化依托
于独特的地理位置， 依托于淳朴的民风乡俗， 依托于企业职工自强不息的创业精
神，经过一代代大沽化人的努力，使得企业的文化逐渐形成有别于其他地域的特有
的文化风格和文化特质，并在本土化的基础上塑造了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所以，我
们可以从这本作品集中看到历史沿革的脉络，看到企业主人翁精神的光大，看到职
工心系企业、壮大企业的壮志雄心。这里的作者有我们曾经的老领导，有现已退休、
在家赋闲而笔耕不辍的老一代企业职工， 有因工作需要调离企业却始终关注企业
发展的老同事、老朋友，也有至今身在一线生产岗位的新一代年轻职工文学骨干，
透过大家饱含情感的文字抒写，体现了作者与企业、企业与作者之间密不可分的浓
浓情谊，而正是这种情谊，推动了企业的进步与发展，保持了企业的稳定与繁荣。

古人云：“上善若水”，“厚德载物”。 本书不仅记载了作者们讴歌企业兴旺发达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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沽化笔韵
的情怀，为文艺百花园增添了一朵奇葩，也将成为今后企业文化建设的范本。 同时
我们还将对那些散佚的有关文学作品、文史资料还要做进一步的收集和整理，编辑
成册，为企业的文化积累、保存做出新的贡献。

天津大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工会
2013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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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大沽化
孙维忠

12岁就干起了童工的活儿

我 12岁时通过邻居于二爷介绍到大沽造船所做临时工，挖船坞的泥土往坞边
上抬，每次都要抬近百斤重。到了冬季驳船需检修，驳船上立式锅炉需要人敲水垢，
只有我们小孩儿才能钻进去。 随后我又到塘沽、北塘盐滩做临时工。

当时，找以上的临时工作还要劳动票，否则还不能找临时工作。
1941 年 10 月 4 日，我才 12 岁，但为了获取劳动票，只能把出生年月提前三年

多，改为民国 15 年（办劳动票需年满 16 岁），经邻居周学鹏用他的店铺担保，在塘
沽公安街领取了“华北劳工协会劳动票”证件，当时有了此证件也可到日本做华工，
同时有了劳动票就可在塘沽一带找临时工，否则是无法找临时工做的。

在永利碱厂做临时工，每日早上走到永利久大厂门口排队，用劳动票领临时
工作牌，如领不到工作牌，一天可能就无工作收入。 当时干的活是使用 16 磅大铁
锤砸石头（石灰石）。 一个 12———13 岁的小孩要干这么重的活儿真是受不了，有时
还经常到机器房下油池子去掏机器油，每天弄得浑身是机器油也无法洗澡，只有
到大坑边用泥土充当肥皂擦身上的机器油，然后用坑中水洗一洗，但身上还是有
机器油。

到冬季就惨了，找一条破麻袋片套在身上去干，干完活儿后，用破麻袋片擦擦
身上的机器油，无法到坑边去洗。 这样的工作每天给的工钱是 12 两（16 两为 500
克）杂粮。 这点儿粮食还不够自己吃，还得拿回家掺野菜（黄须菜）吃。

为了生活我到处做临时工。 有时还得干装卸。 如在英国亚西亚码头当装卸工
时，每次要扛两袋面约 90 市斤，从码头扛到仓库有 100 多米，还要爬十几米高，一
个 13岁小孩，为了家人生活，就要承受着这样的劳动强度。干了一天可挣得两个饽
饽头拿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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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岁进入大沽工场干临时工

在 1942年春，我 13岁时，经邻居介绍到当时日本人利用当地资源就地建起的
大沽工场干临时工。 即现在大沽化工厂的前身（大沽工场的筹建日期是 1939年 12
月 28日）。

听说这个工场 1941 年初开始施工，策划者为了增加溴素等产品的产量，开始
规划大沽工场，规划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工程建 10台 500安培小型水平式电解槽，
日产 0.56 吨烧碱、0.475 吨氯气供溴素生产和漂白粉生产使用；第二期工程扩建日
产 10 吨烧碱工场，设备能力为 4000 安培，80 台西门子水平式电解槽，还有配套的
蒸发、液氯、漂白粉等工序及公用工程；第三期工程拟扩大到日产烧碱 20 吨，其他
配套工程相应地也在扩建。 到了日本投降时，第二期工程也未建成，第三期工程没
有动工。

做临时工是每天早上六点钟到大梁子一个姓李的家中集合。 然后到大沽工场
东面整理储存苦卤（液体氯化镁）池子。 每个泥池子可储存 1000 多立方米苦卤（有
4 个池子，在 1965 年时还有），每个人都拿着一个木头大扁锤，不断地拍打泥池子
边并要夯实，以防止苦卤渗漏，当时每天工作 12小时。 散工后再去李家领工钱。 工
钱不给钱只给粮食，每人每天仅给一斤杂面或杂豆。

1943 年 5 月，我七叔通过于化龙介绍，并经邻居周学鹏担保，我正式进入大沽
工场工作。

我被分配到第三制造系小电解室，小电解室工作需要有连环保人，即三人为一
保，这三人又连环其他三人，一环连一环地连下去。 当有一个人出现问题时就会牵
连所有人。因为是童工，工种只能定为练习操作工。那时小电解室正在施工，进入小
电解室后，我们跟着安装设备与管道。

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打着“大东亚共荣圈”和“日本经济提携”的幌子，不断
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他们加速了大沽工场扩建与生产。其目的是快施工、快竣工、快
投产、快外运。 因此他们把工人当牛马使用，对童工更是残忍。

在当时招雇的 200 多名工人中，12———15 岁童工占 70%以上， 我就是其中的
一名。童工和成年人一样的工作，每天工作时间 12小时，无星期日、节假日。上班要
搬运设备，安装设备和管道及土建施工。 例如，搬运水平式电解槽约有 1000 来斤
重，八个人抬一台电解槽，每人均要抬 100 多斤重量，由于身体的矮小，设备重，抬
不起来，咬着牙、憋足气才能抬起来。 童工的体力终究比不上成年人，但是，为了一
天能赚上半斤多杂粮来糊口，我们只好干下去。

不仅如此，搞土建工程需要建筑材料，所用的砖完全靠人工来搬运。 两个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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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抬 42块砖。 一个 14———15岁童工要抬这么重的东西，还要从义和祥工地（现
新办公楼地域）抬到小电解室（现电解分厂办公楼），大约 200 多米，中间不允许停
留和休息，如果休息一下，被把头发现了，不是打脸就是用鞭子抽身子。我长时间工
作又吃不饱的时候，回到家向父母亲讲工作太累，工资每月仅给 20 斤粮食，不想干
了。父母亲说，家里有弟弟、妹妹，我们又没有正式工作，你就忍着点吧。听完父母的
话，我咬了咬牙继续上工。

我们每天早晨提前一小时进场、挂牌、点名、站队，把头和日本人还要训话，然
后提前 15分钟干活儿。 下班也要在电解室挂牌、点名、搜腰检查，然后再到工场门
前挂牌、再搜腰检查，这样一来得晚下班一小时。夏天搜腰检查还好办，因身上仅穿
一个破裤衩，冬季要把破棉袄、破棉裤脱了检查。 工人们在精神上备受欺凌。

当时我们上下班要过五关：
一关是进出大沽工场要经工场警备队搜腰检查（当时在岗位检查之后，再到警

备队做第二次检查，日本人怕工人走路中偷东西）。
二关是每日上下班要经两次记录考勤， 进工场时要考工室用打钟片记录进工

场时间（迟到三分钟的算一天旷工，即要罚三天工资），从工场考工室出来到电解室
时，还要挂考勤牌，如有迟到、早退、旷工，除扣三天工资外，还有其他惩罚（如送日
本宪兵队挨打或开除）。

三关是工人下班要在电解室门前站队，搜腰检查之后，再到工场门前站队再次
搜腰检查，还得向把头、日本人请安问好，听从训示。谁在当日工作中完不成任务或
出了什么小事故，从队伍中叫出来将受到谩骂或毒打。

四关是每月发粮食时，工头、先生（管工资的）们趁机克扣粮食，童工每人要抽
头 50%粮食，工人们敢怒不敢言。把头们家经常有“喜”事，如他们母亲生日、老婆生
日、小孩生日、把头的生日等，都得筹钱送礼。

五关是工场无任何安全保护措施，工人上班后要有不怕死的精神，其生命无任
何保障。

工作在大沽工场小电解室的经历

在小电解室工作的日子里，正赶上 1943年下半年开始安装设备。 当时厂房只
有 80 多平方米，有 10 台 500 安培小电解槽，计划日产烧碱 0.56 吨、氯气 0.47 吨，
发电机是每小时 150 千瓦。 经过一年多的安装，于 1944 年底建成，12 月底试车开
工。 开工时日本人用杀鸡方式，拿着战刀、念着咒语，进行了剪彩开工仪式。

小电解室开工后，到处漏氯气，氯气味呛得人喘不出气来。主要原因：一是纳氏
泵漏酸、漏氯气味；二是氯气干燥不好（当时用 1.2 米高的瓷坛子，外端有出入口，

5



沽化笔韵沽化笔韵沽化笔韵沽化笔韵
内盛有半截硫酸吸收氯气水分阻力大，而效果差）；三是纳氏泵（抽氯气专用泵）质
量不好，氯气压力每平方厘米达不到 1.5 公斤，由于用坛子干燥氯气效果不好，腐
蚀了纳氏泵，一台泵很快从盘根处漏酸就又漏出氯气，因此，电解室内外到处是硫
酸和氯气味；四是设备各进出口接头处漏氯气、漏硫酸，因为接头法兰无石棉胶圈，
用石棉绳代替，或有时还用橡胶圈代替（橡胶被硫酸腐蚀后就炭化了）；五是生产溴
素（Br）需要高纯度的氯气，当时没有生产液氯装置和氯气气化装置，只有提高电解
槽出来的氯气纯度。

因为是正压（水柱 20毫米）操作，对于电解槽盖和陶瓷管接头用石棉绳和滤清
油封口，耐不住氯气的腐蚀，所以接头和封口处很容易漏氯气，室内外氯气味很大，
工人们没有任何防护用具。 而日本人则用一条手巾浸上海波（硫代硫酸钠）吸收氯
气，他们穿着胶鞋和防酸服装。工人们夏天穿着破裤衩，外面围一圈洋灰纸；有的破
裤衩也不穿，只围上一圈洋灰袋子（装水泥用的破纸袋当工作服用），光着脚在有硫
酸水的地面上操作；工作一天之后脚都烧红啦，有的人烧破了皮，只用水冲洗后擦
一点机油。 到了冬天工人们穿着破棉衣，把洋灰袋子捆绑在身上，有的还用草袋在
中间开一个口，两端各弄开一个洞，代替工作服。经过一天工作，由于酸水侵蚀得厉
害，脚上穿着破棉鞋，鞋帮和鞋底都被腐蚀坏了。

那时我穿着旧鞋，第一次试车后，鞋底、鞋面都烧坏了。即使在冬天里也得光着
脚操作（当时脚后跟、脚面都有很厚的一层皱纹硬皮）。操作时工人们没有口罩和面
具，工作中憋着气干活，一口气只能憋上 1.5 分钟，就得到外面换口气，否则只有挨
氯气熏。 每次下班后被氯气熏得喘不上气来，有时闻几分钟海波水。 在这样艰苦条
件下工作，实在干不了了，想通过七叔托人再找一份工作，找了一段时间没有找到，
也只能在这个环境中继续干下去。

那时候厂里经常发生事故。 例如，在 1944年 8 月的一天夜晚，我和李长喜、刘
福荣等人上夜班。 我们不仅操作电解槽，还要看管每小时 150千瓦的直流发电机。

当时因发电机碳刷与铜头接触不好经常冒出火花，需拆下来摩擦它的接触面，
想干这种工作没有砂布、锉刀等工具，仅有一个移动式砂轮，其砂轮接头电线是三
相 220伏，电线外皮只有一层涂蜡的纱线，绝缘效果很差。磨碳刷时，我用双手拿着
砂轮，他们拿着碳刷来打磨（在当时橡胶是军用物资，工厂使用橡胶产品是很困难
的）。 由于电线与砂轮电动机外壳接触漏电，我因触电倒下，砂轮头还在我腰部转
动，所幸未磨到我的身上。

触电后我感到身上瞬间像用钢丝狠狠地捆一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李长喜等
人拉掉电源刀闸，看到砂轮头与地面摩擦的地方已磨出 50 多毫米的深沟，如果磨
在我的身体上是很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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