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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深三度 A3老厂院老厂院 忆忆记记
根据我市老旧小区“四改一增”工作安排，今年，我市将对中心城区的10个老厂院进行提升改造。
每座老厂院都承载着城市发展的记忆，也有它们独特的发展历程和故事。
从10个老厂院中，记者对许昌市第二印刷厂、许昌市绝缘材料厂、许昌市魏都皮毛厂、许昌宝源硅碳棒制造有限公司、许昌市第三塑

料厂进行走访。它们属于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些老厂有的技术领先，有的是纳税大户。无论其经历的是辉煌还是
衰落，均绘制着不同年代经济发展的轨迹。今日推出策划报道《老厂院记忆》，引导大家追寻时代前行的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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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第二印刷厂：

印刷磨砂烟盒，技术一直保密
位于东顺河街

的许昌市第二印刷厂，系
从西大街搬迁而来。据老员

工介绍，他们经历了石印、铅印、
胶印、彩印等发展阶段。1997年，
市第二印刷厂停产。如今，厂院主
要以租赁为业。4月18日，通过员
工回忆，市第二印刷厂的发展

历程和尘封故事得以复原。
记者郝晋文/图

市 第 二 印 刷
厂建设的货运电
梯如今仍可使用。

4 月 18 日 ，在 东 顺 河
街，市第二印刷厂办公室负责人虎占

伟正在厂院门口值班。
虎占伟说，市第二印刷厂现在的厂院最早是

市五金厂。20世纪 50年代，市五金厂成立，主要从事
金属部件和电机壳加工业务；随后，该厂由回民街迁至

东顺河街，属于集体企业。1986 年，根据用地协议，一亩地
可以安排 4 名北关村居民到厂内上班。虎占伟作为北关村
九队居民，从那时起开始到市五金厂工作。

1992 年，市第二印刷厂和市五金厂合并，并进行房屋建
设。1994 年，市第二印刷厂由西大街迁至东顺河街。1997
年，该厂正式停产。如今，该厂有约 10 家商户入驻，主要依
靠租赁维持生计。依靠租赁收入，他们每年为下岗职工
补缴养老金 600 元，同时承担退休人员的大病医保每人

每年 200元。
“因厂院内的电路年久老化，在老厂院提升
改造中，我们将对厂院的电路进行排查、

改造。”虎占伟说。

现在的厂院以租赁为业

关帝新村1号、2号楼是最初的厂址
付良民在 1961 年到印刷厂工作，当时 16 岁。他从学徒一直干

到技术副厂长。
“小时候，我经常看父亲做木版画，对印刷比较感兴趣。”付良民

回忆，在 20 世纪 50 年代公私合营之前，许昌主城区有三家用木板刻画
印制春联门神的商户，分别是位于安怀街北段的张家，位于北大街、机
房街交会处的岳家，位于北大街中段的付家。付家就是他们家。

16 岁时，在父亲的介绍下，付良民到西大街印刷厂当学徒。同在该
印刷厂的还有 1962 年参加工作的高秀菊。当时，城区的印刷厂主要有位
于东大街的地区印刷厂，业务以印制课本为主；西大街印刷厂以印制中堂、
门神、对联等为主。1962 年，南关印刷厂、西大街印刷厂、许昌市报社合并，
形成市第二印刷厂，属于集体经济。“当时，厂里要在排字车间后面新建厂
房，都是员工们自己干，工作热情很高。”高秀菊回忆，现在位于西大街的关帝
新村小区 1号、2号楼，占据的就是印刷厂的老厂房。

在石头上印刷，需要技术和体力
1962 年之前，市第二印刷厂的设备主要是石印机。
付良民说，石印是根据石材吸墨及油水不相容的原理创制的一种平版印刷方

法。其基本程序是，先将质地十分细腻的石板打磨得平整光滑，然后用油墨在上面
绘图或写字，再刷上薄薄的一层水，用墨辊在其上面滚动。这时，有油性图文线条的
地方因为没有水而获得油墨，空白处有水，不沾染墨。覆上纸，加压，就获得一份印刷
品，但纸上得到的图文是反的。所以还得加一道工序：用油性墨在纸上写字或绘画，然
后用压力覆到石上，揭去纸，刷水、上墨，再覆纸，加压，就得到一份正的图文。

“石印是技术活儿，还是体力活儿。”高秀菊说，石印机上的石板质地细密，在上面制
好印版后，一人放纸，一人摇手柄。印制完成后，要把石板抬到水池旁进行摩擦冲洗。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市第二印刷厂印制比较多的是各类酒标、月饼签，工人们加班加
点干活儿。有时，纸上的油墨还没有干，商家就在门口等着提货。

“当时月工资 31.5 元，我拿了 10 多年，每个夜班加 0.2 元。但大家都不叫苦，不嫌累，一
心想着咋把活儿干好。”高秀菊说。1994 年，高秀菊从市第二印刷厂退休，位于西大街的厂子
开始向东顺河街搬迁。

研制印刷磨砂烟盒，技术一直保密
付良民回忆，20 世纪 80 年代，市第二印刷厂购进一台二手日本小森全张双色印刷机，

当时属于全省唯一的一台；之后，购进德国海德堡印刷机等设备。
随着印刷设备的增加，市第二印刷厂的主要印制业务开始转向印制烟盒、酒盒。付

良民主要负责技术。他回忆，20 世纪 90 年代初，他和工人经过研究尝试，找出了印制磨
砂烟盒的方法。当时，全国仅有三家印刷厂能够印制磨砂烟盒，除了市第二印刷厂
外，另外两家分别在汕头和武汉。1995 年，他们准备印制价值 2000 万元的烟盒，并计
划再购进设备，到当年年底达到 5000 万元的产值，但随后面临改制，最终未能实现。

印制磨砂烟盒的技术，不少印刷厂一时难以攻关。曾有一位韩国商人找上门
洽谈，意欲合资办厂。

因为多种原因，市第二印刷厂的集体企业改制没能成功。1996 年以后，印制
烟盒的业务订单锐减，企业利润开始大幅度下滑。

“一直以来，有人找上门想求购磨砂烟盒的印制技术。这一技术攻关虽然
是以我为主，但在设备调试等方面体现的是工人们的集体智慧，烂到肚子里我
也不会透漏。”付良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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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厂院以租赁为主要经营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