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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刘师傅的回忆与《宁
夏通志》中的记载，从上世纪
90年代初开始，全国棉纺织行
业开始出现滑坡。银川棉纺织
厂在全国这种大形势下，由于
其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较低、
产品档次低、缺乏市场应变能
力，更是处于举步维艰的地步，
从1993年以后便连年亏损。

1998 年国家对产能过剩
的棉纺织行业实行压锭淘汰政
策。银川棉纺织厂的落后设备
被国家列入压缩淘汰计划。在
严重亏损和压锭淘汰的形势
下，银川棉纺织厂已难以继续
维持，在没有别的出路的情势
下，于2000年被列入国家破产
计划，并于当年9月宣告依法
实施破产。

如今，曾经的老厂已经不
复存在，昔日繁忙运转的生产
车间，已成人流熙攘的都市商
圈，只留下了些许老地名的痕
迹。时光前行，无论是当年踌
躇满志，为三线建设付出青春
与汗水的人们，还是如今在周
边各高校努力学习，想要为自
己，为家乡争一个未来的学子
们，都会看到这片土地越来越
好的发展，也都不会被这片土
地所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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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棉纺织厂的工业记忆

如今的西夏区怀远夜

市一带，每天人潮往来，一

派商业繁华，但很多年轻

点的人可能不知道，这里

曾经是宁夏首个现代化棉

纺织企业——银川棉纺织

厂所在。这座承载着几代

人记忆的老厂子，从1958

年批准筹建，到 2000 年

退出历史舞台，走过了四

十多年的风雨浮沉，也为

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工

业印记。

宁夏试种棉花虽有较长的历史，
但因产量低，交通不便，也缺少电力
供应，机械化生产棉纺织工业发展较
晚。但采用古老的纺纱工具和木织
机进行纺纱织布的小作坊和家庭式
的手工纺织业则较早。这种手工棉
纺织业，最早可追溯到1927年，宁夏
境内的吴忠就有 4 名工匠开了一个
手工作坊生产土布等棉纺织产品。
此后，银川、平罗、中卫、中宁、盐池、
固原、隆德、彭阳等县都有手工纺织
工匠生产土布的活动。

1939年9月，银川建立了宁达棉
铁工厂纺织部。1940年，银川又相继
设立义兴织染厂和中和纺织工厂。
1941 年，在吴忠堡建了灵兴纺织工
厂，1942年，大夏纺织厂亦在银川开
工，这是宁夏最早兴办的稍具规模的
几个手工业棉纺织作坊。

1943年，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
运动。为解决边区军民穿衣问题，提
倡发展手工纺织业，使地处陕甘宁边
区的盐池县的手工纺织业得到很大
的发展。这是宁夏境内最早由中国
共产党和边区政府提倡、推动并组织
实施的较大规模的发展手工棉纺织
业的运动，为解决当时边区军民的穿
衣问题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1950 年，吴忠私
营民生纺织厂、建新棉织厂、巨原棉
织厂先后设立。与此同时，1950年亦
在银川建立了银川市棉织厂。

据《宁夏通志·工业卷》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
成立，宁夏的棉纺织工业开始
迎来较大的发展机遇。

经纺织工业部批准，开始
筹建银川棉纺织厂。建成后，
这将是宁夏首个现代化的棉
纺织企业。“筹建这个厂子的
初始力量，是一批从西安来的
工人，也一同带来了当时的先
进技术。”曾经参与过银川棉
纺织厂筹建，其后在工厂担任
车间主任，直到上世纪80年代
才离开的邹熊先生回忆道。

然而，由于当时的国民经
济建设进行了调整，这个厂还

未完全建成，就被迫“下马”
了，但为了保存已有的生产技
术骨干力量，仍开动了已安装
的部分设备，勉强维持着生
产，为银川市民提供日常生活
所需的白布。

这个棉纺织厂虽然没能
完全建起来，但当时西安来的
技术工人却留了下来，到了之
后重新启动银川棉纺织厂建设
时，他们和支援三线建设来到
银川的纺织专业的大学生们一
起，出技术、出人力，在不同的
岗位上奋斗，把自己的青春和
力量奉献给了这片土地。

1964 年三线建设时期，
宁夏工业全面发展，宁夏橡胶
厂也在其中，而橡胶厂的发
展，离不开配套的棉纺织工
业，于是，1965年，银川棉纺
织厂的建设被重新提上了日
程，邹熊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参与到了该厂的筹建中。

他还记得当时为厂房选
址的情况。“当时这里是一片
空地，空地南边的纬六路（今
北京路）一带，还全是绿化带，
西边是荒芜的大片沙地，北边
则是当时的宁夏大学。”

这样的环境，在现在看来
十分荒凉，但对当时棉纺织厂
选址来说，却是个难得的好地
方，不仅地势平坦，而且周边
的基础设施不错，职工工作生
活都相对方便。

银川棉纺织厂建设重启
后，设计规模也有所提升，棉
纺锭达到了3万锭，自动织布
机比原来少了些，却多了84台
帆布机。这些帆布机搭配着

新建的全封闭式厂房，让银川
的棉纺织工业进入一个新的
阶段，这里不再只能生产日常
生活所需的白布，而且也能生
产出供橡胶及其他工业所需
的帆布。“三线建设初期，条件
艰苦，很多企业初建时都会采
用一种‘干打垒’的方式建房，
我们那时候也是这样，已婚职
工的宿舍是干打垒的土坯房，
只有单身职工因为人数多，集
体住宿，才建了一幢三层的砖
瓦房当职工宿舍用。”

尽管生活条件简陋，但
为了保证生产，当时建设的
厂房却一点没打折扣，全
封闭式的厂房内温度、湿
度都用空调来调节。“棉纺
织工业生产，对温度和湿
度的要求都比较高，在传
统的厂房里，常常会因为
温湿度不合适影响生产，
我们当时全封闭的厂房，
有多台中央空调调节，能确
保生产顺利进行。”

上世纪80年代，宁夏纺织
行业迎来了发展的繁荣期，各
类厂房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扩
建和改建，银川棉纺织厂也在
改扩建的行列中，增加了宽幅
织机和精梳设备，并对纺纱设
备进行了更新和改造。“当时银
川棉纺织厂的生产规模虽然在
全国来说不算大，但也为银川
和周边的橡胶工业发展提供了
不少的帆布原料。”当时在厂里
工作的刘师傅在接受我们采访
时回忆。

在刘师傅的记忆中，这段
时间，也是棉纺织工业最为辉
煌和“高光”的一段时间，全国
各地的棉纺织业迅速发展，至
1991 年全国棉纺锭发展到
4191万锭，生产能力占世界第
一位。而银川棉纺织厂的效益
也是蒸蒸日上，根本不用担心
销量。

然而，危机已悄然埋伏在
繁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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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银川棉纺织厂。晓君供图

曾经银川棉纺厂所在，已是一派繁华的商圈。记者李振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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