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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进人周达铣，20世纪 50
年代毕业于无锡纺织工业学
校，被分配到常州国棉二厂任
技术员。1958年 4月，20岁出
头的周达铣积极响应省委、省
人委支援苏北的号召，随队来
到时属淮阴地区的灌南县。

初到灌南，血气方刚的周
达铣义无反顾地落户灌南县张
店小学，当上了乡村小学教师。
谈及此事，他不无感慨地说，当
时承受巨大的“英雄无用武之
地”的失落和压力。

灌南县是新中国成立十年
后新建置的县份，建县时经济
一片萧条。灌南积极响应号召，
大力发展地方“五小”工业，相
继兴办了农机修造厂、食品加
工厂、油酒厂、化肥厂、五金厂
和各乡镇农具厂等 10多家小
型全民和集体企业，灌南棉织
厂也应运而生。

1966年 4月，灌南县棉织
厂开始筹建。周达铣理所当然
被调到棉织厂筹建班子，成为
灌南县棉纺织行业技术第一
人。从此，周达铣有了“用武之
地”。他参与了棉织厂从设计、
基建到设备安装调试的全过

程，棉织厂只用了一年多时间
就建成投产，当时有员工 83
人、1511-44织机 40台，年产
白平布 5万米，为灌南棉纺织
行业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
眼见产品市场广阔，周达

铣抓住国家统购统销这一发展
的大好时机，着手扩大生产规
模。在县、厂决策下，周达铣一
马当先，促成与常州国棉二厂
协作发展，专门为灌南棉织厂
配套生产毛坯布，为棉织厂规
模的扩大打下了坚实基础。在
周达铣的努力下，棉织厂先后
多次扩建改造，很快就发展到
168 台织机，开发了白帆布，
宽、中、细条灯芯绒等多项规格
品种，达到年产 250万米规模。
在这期间，周达铣整

天泡在车间，与工人打成
一片，专业

技术得到充分发挥，并不断提
高。他的不懈努力得到县领导
的认可，1983年，周达铣被正
式任命为灌南县棉织厂厂长。

改革开放后，棉织厂抓住
机遇乘势而上，进一步配套改
造，在常州国棉二厂的支持下，
新上了灯芯绒印染及后道整理
配套生产线。上世纪 80年代中
期，经国家纺织工业部批准，灌
南新建规模为 15000 锭的纱
厂，周达铣走马上任为乡镇企
业管理局副局长，兼纱厂筹建
办副主任、厂长。他不负众望，
历经三年努力，在新安镇镇北
五队一片空地建成一座现代化
纱厂，写下灌南工业史上又一
光辉篇章。

1958 年 4 月 21 日上午，
常州剧院隆重举行支援徐淮干
部欢送大会，一大批 20来岁
满腔热血、壮志待酬，响应“支
援徐淮革命老区建设”号召的
年轻人，胸前别着大红花，昂首
阔步走进会场。下午 3时，常州
西门表场轮船码头上，响起了
一阵阵欢呼声，挥动帽子手帕
的农民、公社干部、机关领导在
这里云集，欢送支援徐淮的新
农民。108位常州市机关、企事
业单位的热血青年和大、中专
毕业生，肩负着组织的重托登
船起航，乘小火轮跨长江、
溯运河，于 4月 26日下午抵
达灌南县新安镇。

这些年轻人随后被分到 6
个乡镇的农户家里，与农民
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实践中
锻炼、学习和磨练自己。到
灌南之前，他们是做好入乡
随俗的思想准备的，但到
“岗”后仍然感到生活上的所
有艰辛都是前所未料的：住

的是进门要低头的茅草屋，
睡的是用高粱秸秆堆起来或
用麻绳绷的床，喝的用的都
是河塘里的水，照明用的是
煤油灯。在粮食十分紧张的
情况下，他们和当地干部群
众一样，吃豆包饼、山芋叶、
胡萝卜叶充饥，过了生活上
的一关又一关。

令人喜悦的是，在勤劳、
善良、朴实的老区干部群众
的影响下，短短 10个多月的

时间里，援灌干部
便与当地农民结下
了深厚的情谊，并
快速适应了当地的
工作生活。为农田
积肥，韩树梓寒冬
腊月里黎明时分就
拎着粪兜到村头、
路边拾粪；河网化
改造中，王耀曾在
水利工地奋战 20
多天，白天劳动，
晚上写报道材料；

许多同志都有接受老农手把
手教犁地、薅草、积肥的经
历。
经过一年的劳动锻炼，

108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工作能力也得到提高，此时本
应可以如期回到常州，没想到
他们决定全部留下。大家全部
接受调令，先后被分配到县级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文
教、卫生部门，成为灌南县建
县初期的重要干部来源。

2024年 12月 4日 星期三 热线：86598219 责编：荆和平 编辑：蒋颖蕾 版式：陈家皓 校对：祁馨怡

副刊/

“常州路是常州‘一百零八将’的丰碑，是对常州人奉献精神的纪念与彰显！”在灌南县委宣传
部原副部长、文化局原局长殷红坚的记忆里，最为深刻的就是与当时被誉为常州“一百零八将”的
苏南支援者们一起，投身灌南经济、社会建设洪流的那段岁月。

欢呼声中别常州 新农民启程赴徐淮

常州“一百零八将”中，
有如周达铣一般轰轰烈烈干
事业的，还有一部分只是默
默无闻地挥洒着青春，但平
凡中更显他们对党、对祖国
的忠诚，折射出那个时代年
轻人最朴实的模样。

武进厚余人王惠泽童年
生活得很艰苦，1949年 4月
常州解放，他去当兵，后来
调徐州公安大队侦察班当班
长，专管打击徐州至连云港
铁路线上的车匪。1958 年 4
月，他和常州支援灌南的干
部乘轮船到淮阴专员公署后，
被分到灌南县。工作认真负
责的他克服夫妻两地分居、
小孩无人照料等困难，先后
担任小窑公社组织委员、新
集公社团委书记、六塘公社
组织委员、县直机关党委政
工组副书记等多个职务，
1972年调回常州。

回忆过去，王惠泽颇为
感慨地说：“我从小是孤儿，
是共产党给了我工作，带给
我幸福，我终身感谢共产党，
子孙后代都不会忘党恩。想
我在灌南 14 年，领导信任，
同事和睦，工作勤奋，一切
顺利，这段锻炼‘给我智慧，
长我本领’，我终生难忘，我

告诫子孙永远不要
忘记，灌南我的第
二故乡，有机会一
定要常回去看看，
有能力一定要助其
发展，共享幸福与
荣光。”

想起 援 灌 岁
月，武进横林人黄
寿成始终忘不掉的
是那一盆红烧肉。
1958 年，黄寿成
在灌南县三口乡劳
动锻炼，三口乡政
府抽调黄寿成、陈
楷等几名共产党员

协助调查工作，大家认真负
责，日夜奋战，工作进展快、
质量高，得到县领导的表扬
奖励。7 月，共青团灌南县
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新安镇大
周庄召开，黄寿成等同志负
责会议文字工作。时至午前，
急需步行 3 公里去县委办公
室油印、装订材料，领导安
排伙房让他们提前吃饭。黄
寿成看到饭桌惊呆了，一盆
红烧肉。他是个老实人，心
里过意不去，再三说减掉一
点，师傅却说：“没事，吃
哦！”后来想想，那一盆红烧
肉没有两斤多肉烧不出来，
在当时那样困苦的条件下，
是多么不容易。

在“山外青山楼外楼，
英雄好汉争上游”的年代里，
“一百零八将”靠着对党和人
民的热爱，为灌南殚精竭虑
贡献了全部青春，演绎了一
部理想与奋斗的“双城记”。

奉献火一样的青春
诠释凡而不俗的人生

从“英雄无用武之地”到灌南纺织行业奠基人

王惠泽（左）与援灌同事在灌南时的合影

周达铣参与筹建的灌南纱厂建成后一次性通过验收

黄寿成（左二）、陈楷（右二）及部分援灌人员在油菜地旁合影留念

韩树梓学会开拖拉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