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专栏代表作基本情况 
 

作品标题 大成厂旧址：青砖灰瓦，重现常州纺织的传奇时光 

发表日期 2023年1月17日 

 

作品 

评介 

该报道聚焦爱国实业家刘国钧创办的大成纺织染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成公司）解放前后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介绍

其如何成为常州工业尤其是纺织业起步、发展、创造辉煌的一路

脚印的亲历者和见证者的。如今，大成公司旧址被作为工业遗存

（常州纺织博物院）被重新保护利用，用它们的独特魅力缔造着

常州的城市记忆。 

 

采编 

过程 

记者通过实地探访、采访相关史实见证人的方式，多维度还原了

大成公司工业遗存的发展变化。 

 

社会 

效果 
报道刊出后，不少读者打卡拍照。一些读者还拍了短视频，传到

短视频平台，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城事 档案柜·
这里是《档案柜》，一个深度记录常州往事的版面。
如果您记忆中有一段珍贵的往事，关于这座城，关于一些人，请找我

们聊聊。拂去历史尘埃，留住岁月痕迹。
线索及投稿邮箱：272173743@QQ.com，一经采用，即付稿酬。

（做在版首，拉通）

编辑的话

本版电话：88066306 86632072编辑 唐欢 版式 王惠新 校对 张莹2023年1月17日 星期二8

新中国成立前，刘国钧长期旅居香港并经营和
掌控大成公司。新中国成立后，刘国钧毅然回到常
州主持公司业务，并于 1954 年率先实行公私合
营。当年大成公司签订的公私合营协议书至今仍
被完好保存。

1966 年，大成一厂改为国营常州第一棉纺织
厂。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国棉一厂从国外引进万
头规模气流纺生产设备，又一次书写下辉煌篇章，
成为外贸出口创汇的重要工厂之一。

1979 年 3 月，为了加速实现纺织生产的现代
化，大成一厂从日本引进万头规模的气流纺设备并
始陆续投产，建成了当时东南亚首屈一指的万头气
流纺车间。此后，大成一厂一步一个脚印，不断迈
上新的台阶。常州国棉一厂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
解放以来为国家输送了层出不穷的优秀人才。
1950 年至 1989 年期间，厂内涌现市级以上劳动模
范、先进人物112人次。

进入新世纪，随着纺织行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
比例下降，大成一厂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大成二厂完成公私合营后，迎来新发展，更名
为东风印染厂，成为全国印染行业的一面旗帜。十
三届三中全会后，工厂面貌发生巨变，经济效益逐
年增长，“蝶球牌”海绵印花布、“文笔塔牌”印花双
面绒布先后获国家金、银质奖，“东印厂”成为全国
纺织印染行业的大型骨干企业，是常州工业经济台
柱之一。2014 年后，东风印染厂也逐渐退出历史
舞台。

大成三厂在公私合营后的 1966 年实行地方国
营改制，更名为国营常州第三棉纺织厂。曾在上世
纪九十年代担任常州第三棉纺织厂厂长的叶慧英
回忆，常州第三棉纺织厂拥有一金一银两个国家金
银牌优质产品，是江苏省出口纺织品基地厂之一。
但后来，该厂面临厂房老、设备老、产品老、应变能
力弱等问题。1992年6月，第一批引进的村田自动
络筒机安装投运，拉开了三棉第二次创业的序幕，
为厂子继续发展积蓄了后劲。1995 年，常州第三
棉纺织厂改制成为常州名力纺织有限公司，现主要
从事投资、国际贸易、工业遗存保护、纺织文化建
设、传播刘国钧、查济民爱国创新精神宣传等。

“如今，大成一二三厂留下的工业遗存让常州
纺织传奇故事重新活起来，用它们的独特魅力缔造
着常州的城市记忆。”吴莹说。

大成厂旧址：

青砖灰瓦，重现常州纺织的传奇时光

大运河催生了现代城市工商业文明，漫
步爱国实业家刘国钧创办的大成纺织染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成公司）的大成厂
旧址，青砖灰瓦的厂房诉说着过往的纺织传
奇。大成公司经历了解放前后不同的历史
时期，是常州民族工业尤其是纺织工业起
步、发展、创造辉煌的一路脚印的亲历者和
见证者。如今，大成公司旧址被作为工业遗
存被重新保护利用，用它们的独特魅力缔造
着常州的城市记忆。

1 月 11 日，记者走进延陵中路位于大运河南
岸的大成三厂旧址，青色砖墙，灰瓦屋顶，绿树掩
映下的建筑，仿佛让人穿越了时光隧道，民国建筑
气息扑面而来。大成三厂旧址的建筑集中建造于
1937-1946年间，其中8处被列为文保本体。

在这里有依托车间建成的常州纺织博物馆、
桑麻名人纪念馆，前者由老厂房改造，后者由棉
花仓库改造。两馆相邻而建，主题都与纺织工业
相关，但又各有侧重。常州纺织博物馆建筑面积
达 6000 余平，展示了古今中外纺织历史文明及
优秀纺织艺术精品服饰；桑麻名人纪念馆主要是
通过展板、实物等方式，纪念刘国钧女婿、知名实
业家查济民。

“大成一厂、二厂、三厂都有不少工业遗存，
他们一起组成了我市目前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
的纺织工业遗产。”吴莹是常州纺织博物馆馆长，
对大成公司的一二三厂的历史较为熟悉。

大成一厂位于天宁区同济桥西北，北邻吊桥
路，南临大运河。大成一厂老厂房、求实园、刘国
钧办公楼位于天宁区同济桥西北侧，该建筑群建
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厂房、刘国钧办公楼位
于东侧、南北相连，求实园在西侧，为企业内部园
林，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典型江南园林布局。近
年来，老厂房、办公楼经修缮后分别用于办公、展
示、服务等用途。

大成二厂位于运河北岸，与大成三厂隔河相
望。青色砖墙，灰瓦屋顶，如今，这里成为大成二
厂竞园，东风水塮、大成桥、观蝶亭、群乐廓以及小
桥流水等景观，让其成为全市最早的工厂园林。

“大成一二三厂构建起大成工业遗址群，与
大明厂、戚机厂、戚电厂、常宝钢管（常钢厂）组成
常州东部运河工业旅游带。”吴莹说。

在常州纺织博物馆里，记者看到一张大成公
司泛黄的民国时期宣传单，上面写有大成公司的
主营业务：自织、自纺、自染。

吴莹介绍，上世纪三十年代，大成公司就初
步形成了纺、织、染一条龙生产线。

大成公司创办于 1932 年，创办地为常州。
1916 年，刘国钧与人合资在常州东下塘开办大
纶布厂。1918 年，他独资创办广益布厂。1923
年，他将广益布厂更名为“广益染织一厂”，并创
办广益染织二厂。1927 年，他将两家广益厂合
并，更名为广益染织厂。

1930 年，刘国钧接收当时常州最大的大纶
纱厂（由蒋盘发于 1921 年创办、1925 年更名为大
纶久记纱厂），由广益染织厂和大纶纱厂组建大
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1932 年，大纶纱厂定名为大成一厂，以纺纱
为主，广益染织厂更名为大成二厂，以织布为主，
兼营印染。在此基础上，刘国钧成立了“大成纺
织染股份有限公司”，从而初步形成了纺、织、染
一条龙生产线。

1934 年春，刘国钧重金聘请国外割绒工人
来华传授割绒和磨刀技术，两三年间，开创了中
国民族纺织工业中最早生产丝绒、灯芯绒成功的
先例，并首创常州机器印花技术，大成也真正成
为纺、织、印、染全能企业。1936年12月，设大成
三厂于常州东门。刘国钧实业发展进入鼎盛时
期。1937 年，大成纺织染公司印染设备达到日
产能力5000匹，居全国之首。

由于大成公司引进了国外的先进设备，并采
用了科学的管理方式，其生产的产品质量上乘，
花式品种繁多，深受老百姓喜爱，并远销东南亚。

抗战时期，虽然大成公司的厂房和设备遭到
日军的轰炸而受到重创，但仍然在艰苦的环境中
生存下来，并得到了发展，其工厂遍布常州、上
海、重庆、汉口、香港、台湾等地。

在整个民国时期，虽然全国的经济形势十分
萧条，但大成公司却突破种种篱障飞速发展，并
创下了8年产值增长8倍的惊人奇迹。

■吕洪涛 朱芸芸 顾晔麟 图文报道
部分图片由被采访对象提供 大成厂的工业遗存用独特

魅力缔造着常州的城市记忆

大成工业遗址群成为常州
东部运河工业旅游带的重要组
成部分

印染能力居全国之首，最
早生产丝绒、灯芯绒

常州国棉一厂厂区鸟瞰图

大成一厂老厂房及文保单位“刘国钧办公楼”



新闻专栏代表作基本情况 
 

作品标题 从鼎泰元冶坊到常州锅厂：一座老建筑，标示着张太雷出生地的

准确位置 

发表日期 2023年8月29日 

 

作品 

评介 

从鼎泰元冶坊到常州锅厂的发展历史变化，写出了常州工业发展

的一页历史缩影，挖掘了老厂区的部分建筑与张太雷相关的一段

鲜为人知的史实。本报道既有工业史，又有党史，钩沉城市记忆，

讲好红色故事。 

 

采编 

过程 

鼎泰元冶坊和常州锅厂的历史很少有人知道了。记者挖掘到该选

题的线索后，花了一个月时间，多方寻找打听，最终找到企业负

责人的后人。此外，记者又到市档案馆和党史办核实相关史料，

确保了报道的真实性。 

 

社会 

效果 
报道刊出后，被一些自媒体转发，既宣传了常州的工业史，又宣

传了党史，受到市民和读者的点赞。 

 



城事 档案柜·
这里是《档案柜》，一个深度记录常州往事的版面。
如果您记忆中有一段珍贵的往事，关于这座城，关于一些人，请找我

们聊聊。拂去历史尘埃，留住岁月痕迹。
线索及投稿邮箱：272173743@QQ.com，一经采用，即付稿酬。

（做在版首，拉通）

编辑的话

编辑 唐欢 版式 王惠新 校对 张莹本版电话：88066306 86632072 5

■吕洪涛 图文报道
部分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图文报道

2023年8月29日 星期二

最近几年，薛博元一直
在搜集和鼎泰元冶坊有关
的资料。前几年，他逛旧书
摊 时 ，发 现 了《常 州 锅 厂
志》，这让他如获至宝，也让
他对鼎泰元冶坊的历史以
及常州锅厂的历史沿革有
了更清晰的了解。

该厂志记载，鼎泰元冶
坊 成 立 于 清 同 治 11 年

（1872 年），由薛静溪创办。
该冶坊最初以生产犁头、井
罐为主。后来，鼎泰元和无
锡的同行王源吉一起，合并
成立了后来的常州锅厂。

清光绪24年（1898年），
无锡王源吉作坊主，用洋银
三万元买下常州陈之聚冶
坊全部资产，更其名为“同
源吉”，冶坊设在西直街。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社
会主义“三大改造”的高潮
中，鼎泰元和同源吉各自申
请公私合营，后经批准，于
1956 年 1 月合并成立公私
合营鼎泰元冶厂，厂址就在
现 在 二 层 小 洋 楼 的 河 对
面。1966 年，厂名更名为
国营常州工农锅厂；1984

年12月，更名为常州锅厂。
常州锅厂生产的“双

生”牌铁锅，是久享盛誉的
老名牌产品。它以口圆边
齐、脐小平整、厚薄均匀、
内外滑亮、经久耐用而畅
销市场。据统计，公私合
营后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
代中期，常州锅厂共为社
会提供 788 万只铁锅、173
万 只 汤 罐、520 万 吨 铸 铁
管，出口电铃 31 万只。“那
时候，学校上下课用的电铃
大多是常州锅厂生产的。”
薛博元说。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
市场的变化，常州锅厂逐渐
淡出人们的视野。据了解，
目前运河边的二层小洋房
已经被作为工业遗存保护
起来，等待开发利用。

“每次路过这里，我都
心潮澎湃。现在年轻人路
过这里的时候，大多是不知
道它背后的故事了。我希
望二层小楼被开发利用后，
人们看到它，就会想起和它
有关的那些人、那些事。”薛
博元说。

从鼎泰元冶坊到常州锅厂

一座老建筑，
标示着张太雷出生地的准确位置

在西仓街靠近璞丽湾小区北
门的地方，有一座两层小洋楼，虽
已破旧，仍难掩当年的精致。最
早，这里是鼎泰元冶坊所在地，解
放后，才起了这座小洋楼。这座
小洋楼不仅见证了鼎泰园冶坊的
沧桑故事，还和“常州三杰”之一
的张太雷有着不解渊源。

“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这座小洋楼的
故事了。”8月22日，冒着大雨，记者在鼎泰元冶
坊后人薛博元的引领下，来到西仓街运河边的
的这座小洋楼前。

小洋楼红墙红瓦，共分两层（顶部还有一个
小阁楼），其中的一些窗户没有了玻璃，看起来
有些破旧，但又不缺历史沧桑感。

“这座老房子建于 1950 年，是我曾祖父薛
昂千建造的，至今已有 73 年的历史。”今年 42
岁的薛博元说，他和父亲以及自己的孩子都出
生在这栋老房子里。前几年，因为拆迁，他们全
家搬离了此处。

在这座老房子里居住了三十多年，他见证
了西仓街及附近运河的历史变化。“以前，老房
子旁边还不是道路，而是厂房，运河也没有这么
宽。我八九岁时，运河拓宽，原有的厂房变成了
道路。幸运的是，我们住的老房子没有变动。”

薛博元听长辈介绍，这座老房子修建时，鼎
泰元冶坊还在经营。解放后，最初的“鼎泰元”
冶 坊 早 被 拆 掉 了 ，1950 年 在 原 址 附 近 造 了
3000多平方米的厂房，现在的这座老房子是厂
房的一部分，当时一楼用作职工休息处、餐厅及
门市部，薛家就住在二楼。

“我们一家五代人曾在这里住过，三代人又
出生在这里。我小时候，在这里听长辈们讲了
鼎泰元冶坊和张太雷的很多故事。小时候不知
道张太雷是谁，长大了才知道，他不仅是我薛家
的亲戚，还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我的曾祖父薛昂千和张太雷的母
亲是堂姐弟关系。前几年，张太雷纪念
馆建馆，我爸还拿出一些档案，捐了出
去。至今，我们都觉得非常自豪。”

薛博元介绍，张家自张太雷祖父开
始，因经历几度战乱，家产大半被毁，后
来家族子女众多，不断分家，从此一蹶不
振、家道中落。张太雷的父亲张光斗为
晚清秀才，因贫穷，婚后寄居岳父家。

张太雷的外祖父薛锦元是小手工业
者，在常州西仓街开设一间“薛天兴皮
行”，是加工、销售牛皮的小作坊，为两
开间，三进头的砖瓦房，临街为铺面，其
后是制作皮革的小作坊，最后一进是店
主薛锦元夫妇及其女儿一家居住，张太
雷就出生在这里。

当时，薛锦元的堂弟，也就是薛博元
的高祖父薛静溪在薛天兴皮行隔壁（现
为西仓街35号）开设鼎泰元冶坊了。

鼎泰元冶坊是常州最早的生铁冶坊
之一，以生铁铸造犁头、铁锅等生产、生
活用品，产品畅销苏浙闽等地，在常州小
有名气。当年张太雷在中学同学录填写
的通讯地址是：“西门仓桥鼎泰元冶坊间
壁”“常州西门鼎泰元冶坊”。

“现如今薛氏皮行和冶坊的老建筑
大部分被拆迁，原地建成了商品房，万幸
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还留下了一座当年
鼎泰元冶坊的老建筑，标示着张太雷出
生地、故居地的准确位置和相关的历史
文化信息。”薛博元说。

西仓街沿着运河，是粮食贸易的集
散地，过往船只如梭，交通便利，是常州
商业和手工业发达、近代民族工业孕育、
发展的地区之一。

“张太雷生活在其中，沿途是店铺林
立，但贫富悬殊也大，生活在社会最底层
贫苦人的艰辛与痛苦，给他留下深刻的
印象，激发他为改变社会不平等和种种
丑恶现象寻找出路的思索。”

一座不起眼的小洋楼，背
后是那些人和那些事

薛博元在老房子前留影

一座老建筑，标示着
张太雷出生地的准确位置
和历史文化信息

从鼎泰元到常州锅厂，它生产的
铁锅等产品曾畅销市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薛博元的老房子清晰可见 汤德胜 摄

常州锅厂大门

常州锅厂职工在生产铁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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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标    题 刊登日期 

1月 
戚电公司：“红色文化+工业旅游”，跑
出文旅融合加速度 

2023.1.10 

2月 黑牡丹：常州纺织工业的“活遗产” 2023.2.7 

3月 厚余煤矿：难以忘怀的“挖矿”岁月 2023.3.7 

4月 二五三厂：国内玻璃钢的摇篮 2023.4.4 

5月 
常州钢铁厂：江苏省第一支无缝钢管，
在这里诞生 

2023.5.9 

6月 
常州大运河工业遗产展览馆：守望大运
河常州段工业发展的绵延生机 

2023.6.6 

7月 
中车常州车辆有限公司劳模工匠传习
馆：秉劳模精神，传匠心工艺 

2023.7.4 

8月 
西电常变：从“三三起家”到国内变压
器“顶流” 

2023.8.8 

9月 
表场码头：老常州人记忆深处的运河印
象 

2023.9.5 

10月 
常州二仪电：在科技创新之路上砥砺前
行 

2023.10.10 

11月 
这片老厂区曾给金坛人带来甜蜜和快
乐 

2023.11.7 

12月 

金狮自行车研究所老厂变身科创园：曾
经，20 余种“金狮”从这里跑向全世界 

 

2023.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