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 岁的陈信华拿着一本

浙江省足球队 50 周年的纪念

册，翻了一翻，其中有好些球

员，都在杭州锅炉厂的足球队

踢过。作为这些老球员的联络

员，陈信华讲起杭州锅炉厂四

五十年前的故事，信手拈来。

“杭州锅炉厂的足球队是

有传承的。”陈信华在聊天时一

直强调这句话。和他聊完后，

记者对于这句话也有了新的理

解。

本报记者 曹林波

第一届西湖杯杭锅队员现场合影

杭锅足球队参加浙江省工人运动会

单金康（后排左一）和队友的合影单金康（后排左一）和队友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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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运会到省运会
都有杭锅厂球员的身影

杭州锅炉厂足球队，从一开始就

和浙江省足球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

系，这么说不仅仅因为在 1959 年，浙

江省参加第一届全运会的足球队中

就有两名杭锅球员，还因为之后不断

有省队退役球员和杭州市少体校球

员加入。一代接着一代，杭锅足球队

一直能够保持在杭州市的顶尖实力，

也才有了后来“西湖杯”九冠王的辉

煌。

1970 年，21 岁的陈信华从浙江

足球队退役，去了杭州锅炉厂，出生

于宁波的他原本可以回原籍的，但是

因为在杭锅可以继续踢球，他选择了

留下。

“ 我 是 第 二 代 联 络 员 ，承 上 启

下。”陈信华接了 1959 年参加全运会

的老队员汪国钧、张福涛的班，一进

杭锅，就感受到了厂里浓厚的足球氛

围。

“当时的锅炉厂，有场地踢球，

有厂里的支持，有浓厚的企业足球

文化，收入也不错。”陈信华还记得，

除了锅炉厂内的场地，当时没有喷

泉只有草地、还叫“红太阳广场“的

武林广场，也是他们踢球的一个主

要据点。

当时除了厂里的比赛，身穿球

衣代表厂里或者是杭州市出去打比

赛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在 80 年

代，杭锅厂为基本班底，代表杭州市

参加过在湖南长沙举行的“芙蓉杯”

全国职工比赛，以及在上海的一些

比赛。

1974 年陈信华作为队长率领杭

州代表队打进省运会的足球决赛，当

时 队 中 有 7 名 球 员 都 是 杭 锅 的 球

员。只是可惜决赛中，在打平就能夺

冠的情况下，他们却输了。

西湖杯九连冠，一支厂队成了

杭州业余足球的王者之师

日本民间球队来访
应战的是
杭州锅炉厂队

陈信华告诉记者，杭锅足球活动能

开展如此红火，不仅仅得益于企业有一

个活跃的传承氛围，锅炉厂足球队老教

练沈忠林在这当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

作用。

沈忠林年轻时就是杭州市工人足球

队的优秀中后卫，1958年进杭州锅炉厂，

一直是厂队的主力。后来沈忠林成为了

锅炉厂足球队的教练、领队，杭州市足球

队的领队，还担任过杭州市足协副主席。

沈忠林为了确保杭锅足球队的实

力，一直在有意识地从各方面吸收新鲜

血液。从最老的一批队员汪国钧、张福

涛、姜炳生、朱国宝、韩文德等人开始，

一批又一批从专业队伍退役的球员加

盟，保证球队实力。另外那些杭州热爱

足球活动的积极分子，比如年轻的技校

生、学徒工，进厂工作后，会积极投入到

足球队相关的比赛和活动，建立起了非

常好的企业足球文化。

曾经担任过浙江绿城领队、预备队

主教练，目前在俱乐部负责管理梯队青

训工作的沈葵，也是被杭锅厂这样的企

业足球文化吸引，在 1989 年浙江足球

队解散后，离开专业队，就去了锅炉

厂。在那里呆了两三年，之后他又转战

了其他企业，当 1998 年绿城足球树起

大旗后，沈葵来到了绿城担任教练。

对于杭州锅炉厂踢球的日子，沈葵

记忆犹新：“我当时不守门去踢前锋

了。那几年锅炉厂已经有好几个我们

省队退下来的前辈，他们的足球水平在

杭州也是很强的，企业里的条件也不

错，能够让这些退役的球员留在杭州继

续踢球。当时我离开专业队，去锅炉厂

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沈葵还曾回忆起当时比赛的场面：

“在厂队的时候，平时都会进行有规律

的训练，一到比赛，赛场边敲锣打鼓的，

就像过年一样，还有很多人组成拉拉队

给球队加油。那时候球踢得好，在别人

眼里特别光荣。”

绿城的教练，曾落脚杭锅

说起杭州锅炉厂足球队的战绩，那

就一定要提到在1980年开始举办的杭

州市“西湖杯”足球赛。

杭州锅炉厂一直有着很好的足球

传统，当年只要是休息时间，厂里那块

足球场，总是挤满了人，职工们一休息，

便衣服一脱奔过来。因为爱好的人多，

厂里因此经常组织比赛。

参加“西湖杯”赛前也会举行车间

之间的选拔赛，大的车间还要进行班之

间的选拔赛，把最出色的队员集中起来

进行训练。因为想参加比赛的人太多

了，有好几届西湖杯杭锅厂都分一队、

二队参加。

比赛时厂里自发来一帮拉拉队，厂

领导亲临现场呐喊助威，省足球队退役

的副厂长冯正明还披挂上阵，亲自参赛。

1980 年开始，陈信华踢了三届西

湖杯，就退役了，不过 1980 年 5 月刚进

厂的单金康，在杭锅队踢了10届“西湖

杯”，到了 40 岁退役，是为数不多见证

了杭锅“九冠王”的球员。

“其实杭氧、浙大这些球队也都在

招兵买马，竞争挺激烈的，但是我们的

水平一直很稳定。”连续九届冠军，杭州

锅炉厂在“西湖杯”夺冠已经不再能引

起关注，结果第十年，杭锅厂输掉了西

湖杯决赛，得了一个亚军，反而成为了

大新闻，单金康回忆着：“赢球没动静

了，输球倒成为了当年厂里的十大新闻

之一。”

1971 年进杭州市少体校，24 岁进

了杭锅厂，在球队当守门员的单金康赶

上了浙江省足球职业化前的最后一拨，

“那时候在‘红太阳’踢球，大家都知道

守门的阿康。”他和现在在绿城的许德

明还有曾经当过绿城主帅的吴金贵，都

当过队友，代表浙江工人队一起踢过

球，“和他们很熟的。”

阿康在锅炉厂足球队的最后一场

比赛，也颇具意义。1991 年，当时杭州

的友好城市岐阜市有一个民间考察团

来杭访问，行程里安排了一场民间足球

赛，就选了杭州锅炉厂作为对手。“当时

浙江电视台全程录像。杭锅全厂放假

去看，体育场全是锅炉厂的人，不过最

后我们还是输了。”

现在的单金康，因为腿部韧带撕

裂，已经不能剧烈运动，只能专注照顾

四年级的小孙女，可能是遗传，小孙女

也格外喜欢足球，还很骄傲地在学校宣

传：“我爷爷是足球运动员。”

西湖杯拿到手软，输了倒成了轰动全厂的大新闻

第一届全运会浙江男足队中就

有两位杭锅的球员，汪国钧（后

排左一）和张福涛（中排左二）

陈信华展示1974年省运会获得的银牌。陈信华展示1974年省运会获得的银牌。

咱们杭锅有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