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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片室切片室

所有美好的回忆
都从一张老照片开始

虽然嘉兴绢纺厂在经过 2002 年以

“破产重组”的形式整体改制后退出了历

史舞台.但是鼎盛时期拥有 3656 名职

工、是嘉兴地区五大厂之一，依然是一代

人的记忆，尤其是那支创造过辉煌的篮

球队。

嘉兴绢纺厂篮球队，具体开端无从

考证，但是由一张保存的1949年6月19

日的照片可以看出，当时绢纺厂的篮球

队就已经相当正规。

这张照片，是当时红梅球队与建光

球队友谊赛的留影。红梅队就是绢纺厂

篮球队，“红梅”是绢纺厂当家产品绢丝

的注册商标名。

原嘉兴市篮协常务副秘书长胡佩荣

告诉记者：“很长一段时间，嘉兴地区所

有企业里，嘉兴绢纺厂最强了。一支厂

队可以代表嘉兴参加全省比赛。”

始建于1955年、曾是我国六大锅炉

制造企业之一的杭州锅炉厂，从2001年

开始经过数次改制，成为了如今的杭州锅

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地址也从和平

会展中心背后正式搬迁至江干区丁桥镇。

同嘉兴绢纺厂一样，杭州锅炉厂也是

早早就组建了自己的足球队。球员的身

影最早出现在参加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

的浙江省足球队合影当中，队里就有杭州

锅炉厂的两名球员汪国钧和张福涛。

从 1980 年开始举办的杭州市业余

足球界最高水平的“西湖杯”足球赛，杭

州市锅炉厂队连续获得九届冠军，直到

第十届才在决赛中落败。

当年的大国企
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就像《你好，李焕英》里所表现的那样，每次厂里

有球赛，肯定会引起全厂关注。当年杭州锅炉厂、嘉

兴绢纺厂也一样。打球、踢球、看球，在厂里火爆如盛

大节日。

当时能够进入杭州锅炉厂、嘉兴绢纺厂当工人，

对老百姓来说都是很好的选择。杭锅厂老球员掰着

手指说，上世纪70、80年代刚进厂的时候30多块钱一

个月工资，后来涨到 60 多块钱，收入算不错的。嘉兴

绢纺厂的挡车工如果能够完成各项指标，夜班工资加

补贴更是有 80 多块钱一个月，一个人就能养活一家

人，还是挺可观的。

而在这些大国企如果有体育的一技之长，那就更

加特殊，这些球员参加比赛为厂争得荣誉，自然也是

厂里的宠儿。杭州锅炉厂球队曾经的门将单金康告

诉记者，有次比赛任务急，当时他小孩才出生，家里没

人照顾，厂里特别和他爱人的单位协调，把他爱人借

出来一个月照顾小孩，工资由锅炉厂代发，就是为了

让他安心踢球。

“家大业大”的国企还能给球队提供合适的场地

用于日常训练和打比赛。

杭州锅炉厂拥有当时全杭州都为数不多可以踢

球的场地，这块场地比正规尺寸略小一些，平时做仓

库，到了踢球的时候平整平整，场上很难得还有一些

草皮，虽然不太维护，但是起码增加了踢球的舒适度。

而嘉兴绢纺厂不仅仅拥有嘉兴为数不多的水泥

灯光篮球场，1991年还在厂区里建起了嘉兴当时唯一

的室内体育馆，就连来打表演赛的中国男篮看到了都

感叹：“从来没看到过一个厂里有这么好条件的室内

篮球场。”

现在的体育氛围，和以往国企大厂时代已完全不

同，场地、项目、装备等选择更丰富，更加个性化，但不

变的是，无论何时都能够从运动中得到乐趣，这样的

乐趣在过了很多年之后，仍能被时时想起。

就像这些都已步入老年的前辈们，手拿着一张张

黑白照片，回忆起他们在赛场上激情燃烧的岁月时，

依然能如年轻时那般神采飞扬。

从春节到现在，票房

已经突破53亿的电影《你

好，李焕英》在引发大家

对于亲情感慨的同时，对

过去国企大厂里小社区

式 的 生 活 也 有 不 同 感

触。中年以上观众经历

过 那 个 年 代 ，很 有 代 入

感，年轻人则充满新鲜好

奇的疑问。电影中李焕

英和厂里工友们一起打

排球的火热场面，是当时

国企大厂日常生活的一

个真实写照。

记者走访了浙江省

两家国企大厂。当年杭

州锅炉厂足球队和嘉兴

绢纺厂篮球队红极一时，

当事人聊起那些球场往

事时，言谈间仍有难以抑

制的自豪与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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