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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工厂和一个生产基地的形成
本报记者 赵国锋 文/图

核心提示

在一个生产队工厂和一个校办工厂的带
动下，郑州西郊依托曾经是保密工厂的白鸽集
团（原郑州第二砂轮厂），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沐
浴下，出现了数以千计的砂轮生产经营企业，
被众人称为“郑州的砂轮生产基地”，成为郑州
市环城经济带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个曾经保密的工厂

砂轮被称作工业的牙齿，绝大多数工业企
业都离不开砂轮。新中国建立不久的1953年，
也就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
间，国家计划建设第二个砂轮厂（也就是后来
的郑州第二砂轮厂）。1953年 5月起名中南砂
轮厂的筹备处在武汉成立。后考虑到河南省
盛产原煤、焦炭、铝矾土、黏土、石灰石等原材
料和交通的便利，于同年 9月将筹备处迁到郑
州，并将筹备处更名为郑州砂轮厂筹备处。

1954年 7月征用了郑州西郊贾鲁河畔的
一片土地，1956年动工，由德国帮助兴建，完成
投资14.9亿多元的砂轮厂于1964年建成投产，
是直属机械工业部的大型综合性磨料磨具骨
干企业。当时设计生产能力是：年产各种磨具
12000吨，磨料21900吨，砂布、砂纸1200吨，金
刚石砂轮5万克拉。

郑州砂轮厂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响当
当的企业。其领导干部、工程技术干部、技术
工人来自辽宁、山东、北京、河南等 14个省市，
其中有派往德国学习人员 49名。在建设和发
展中，二砂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关怀，
刘少奇、朱德、薄一波、聂荣臻、李立三、何长
工、伍修权、王首道等先后来视察。

1965年正式开工生产，第二年产量、品种
达到了设计水平，生产磨料 22575 吨、磨具
12046吨，为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
急需的“牙齿”。

为配合第二砂轮厂新产品的开发研究，国
家还投资在其“身边”建设了全国唯一具有检
测、认定资格、唯一研究磨料磨具的部级研究
所——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

“文革”开始后，企业管理被指责为管、卡、
压，二砂的管理机构被撤销，管理人员下放劳
动，一系列规章制度被废止，生产管理陷入一
片混乱。1968年磨料、磨具产量比1966年分别
下降 55％和 47.4％，利润率下降 73.8％，废品
率达到 293.6％。粉碎“四人帮”后，生产得以
恢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第二砂轮厂按照中
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大力进行
了恢复性整顿，调整了生产结构，以销定产，推
行了责、权、利相结合的经济责任制。1993年
改制成立白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当年 12月 8
日成为郑州市首个上市公司，募集资金150752
元。几十年来，历经沧桑的二砂产品出口68个
国家和地区，解决了数以千计人员的吃饭问
题，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白鸽集团可谓命运多舛，仅名字就有一个
曲折的经历。开始叫中南砂轮厂，接着叫郑州
砂轮厂，1955年 10月 10日郑州砂轮厂被定为
一类保密厂，改名“402厂”，对外联系采用郑州
邮政105信箱。1957年2月恢复原名郑州砂轮
厂，1962 年 4 月更名为郑州第二砂轮厂，对外
联系使用郑州邮政 1033信箱。1993年改制设
立白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少有的生产基地

改革开放 30年来，郑州经济发展实现了
大飞跃，随着我市一条条环城
路的开通，依附环城路，我市
慢慢形成了东部以建材、钢材
批发为主，南部以食品、粮食
批发为主，西部以磨料磨具生
产为主，北部以汽车销售为主
的4条特色经济带，这4条特色
经济带首尾相连，给绿城郑州
扎上了一条宽厚的“金腰带”。

在环城经济带中最具特
色、唯一从事生产经营的是西
部的磨料磨具生产基地。从
西环到西四环、高新技术开发
区至马寨开发区之间的田野
上大大小小分布着近 3000 家
生产磨料磨具的私营企业，人

称郑州砂轮生产基地。仅须水镇所辖的常庄
村、赵坡村、西岗村、须水村、大李村生产磨料
磨具的大小企业就有 280 家，吸纳就业人员
3200人。据中原区统计局提供的数字显示，规
模以上和规模以下的磨料磨具企业年营业收
入达到近9亿元。

其中早期生产砂轮的常庄村现有大小砂
轮企业38家，由当时单一生产砂轮，延伸出了生
产包装、纤维网布、石膏粉、金属垫等相关企业7
家。原来是买原料加工砂轮，如今形成从原料
到砂轮一条龙生产。该村工业总产值达到1亿
元，砂轮占了 80％，企业共吸纳 800多人就业，
本村有300多劳力在企业上班，仅砂轮一项为全
村4090个村民每人增加收入2000元。

走进西郊每个村庄，人们可以发现，这里
靠生产经营砂轮富裕起来的村民都盖起了漂
亮的楼房，日子过得比城市人“滋腻”得多。

基地源于校办工厂

砂轮生产基地起源于何时何地、经过如何
呢？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话题。

1977 年，郑州市只有第二砂轮厂和中原
砂轮厂两个生产砂轮的企业。在中原砂轮厂
任副厂长的张柏松是须水公社赵坡大队张湾
生产队的人，他看到家乡人劳作一天收入只有
几分钱，就建议生产队办一个生产砂轮的工
厂。于是，生产队拿出 4 间平房，投资近 3000
元购买6套模具，开办了砂轮厂，成为郑州市第
三个砂轮厂。

改革开放初期的 1980 年，常庄大队负责
人看到张湾生产队靠砂轮厂日子过得不错，
考虑到距第二砂轮厂近，反复商量后决定让
村办学校办一个校办工厂生产砂轮，以弥补
学校办公费用不足。于是派人去二砂学习，
由于砂轮技术含量不高，去的人短时间就掌
握了生产技术。回来后，校办工厂就开起来
了，几个人手工制作树脂砂轮，丰厚的利润让
大家心旷神怡。

看到校办工厂挣钱那么容易，当时的大队
支部书记决定大队也办一个砂轮厂，他叫回了
正在外面干泥瓦匠的李发强，让他去第二砂轮
厂学习技术。那时砂轮厂根本没有技术保护
意识，凡是上门学习技术的，就毫无保留地“慷
慨解囊”，耐心细致地手把手教，直至完全掌握
为止。

大队砂轮厂办起来了，因为是集体经济，
管理不善，利润一天不如一天。在个人承包热
火朝天、转变思想观念时，大队砂轮厂不得不
承包给个人经营。看到别人承包砂轮厂挣钱，
最早掌握砂轮生产技术的骨干纷纷出来，通过

合伙、单干形式也从事砂
轮生产经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
入发展，村民们相互带动、
相互影响，亲戚牵亲戚，朋
友拉朋友，砂轮生产得到
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西
流湖至常庄水库一带的西
岗村、须水村、大李村、石
羊寺村、道李村都加入到
这一产业中来。他们生产
砂布、砂轮和黑钢玉、棕钢
玉、白钢玉、白微粉、黑碳
化硅等中低档磨料磨具产
品，吸纳众多本地和外地
人就业。

现任村支书李发强
回忆说，西郊砂轮生产基地发展到今天，走过
了集体到承包、承包到合伙和单干的过程；生
产工艺经过了从手工到半机械化、机械化的过
程。“当时单干的不少是挂靠集体的，早都和集
体脱钩了。早期的个人企业已经形成公司化、
一条龙生产，一台机器一天能生产近万片砂
轮。”

白鸽人助推基地发展壮大

上世纪80年代，下海的人越来越多，万元
户也越来越多，而上班族的收入只有几十元。
就在这个时候，西郊生产砂轮的个体户像雨后
春笋般涌现出来，他们需要技术人员的支持，
以使自己少走弯路，尽快实现首先富起来的梦
想。

那时第二砂轮厂的技术员、工程师对于赚
外快还是羞羞答答，放不下架子。个别敢为天
下先的技术人员，下班后骑车子奔赴联系好的

“关系户”挣外快，一个月去上几趟挣得比上班
收入还多，生活过得十分滋润。当然，他们都
是地下工作者，总以为这是见不得人的事情。
但久而久之，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也就习
以为常了。

据李发强介绍，其中掌握配方的技术人员
最吃香、挣钱最多、享受的待遇也高。在人们
靠低档产品挣钱后，他们买了车，想上中档产
品，就出高价钱请掌握配方的技术人员。“他们
一下班，车就在附近等着接，可吃香啦！”时间
就是金钱，技术更是金钱。他们管吃管喝去一
指点，遇到的技术问题就解决了，产品质量和
档次就上去了。

中低档磨料磨具生产投资并不高，几十万
元可以，几万元也可以，加上市场需求量大，所

以，有条件的人都愿意投资。后来二砂一批退
休人员也参与到砂轮基地中去，有的做技术顾
问，有的自己投资干。

进入 2000 年以后，白鸽集团几千人先后
买断工龄，他们合资、独资在距离家近的地方
办厂生产砂轮，有人估计，白鸽人在西郊开办
的公司、工厂可能有1000多家。这使西郊砂轮
生产基地第二次突飞猛进地发展。

到底西郊具体有多少生产砂轮的企业，谁
也说不出具体数字。但所有人都承认西郊砂
轮生产基地的形成白鸽人功不可没。有人这
样说：“几十年来，白鸽集团不仅为国家经济发
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
巨大贡献！”

如今，在白鸽集团周围分布着许多磨料磨
具经营门市部，其中不乏白鸽原来职工开设
的。他们对谁家生产什么了如指掌，在拿到客
户需要的产品规格后，就到生产基地找产品。
如果没有客户所要的规格，就马上找能生产的
厂家组织生产。据知情人介绍，现在全国各地
都有白鸽人在销售磨料磨具。在沿海城市从
事销售的，每年收入上千万没有问题。

也有人说，西郊砂轮生产基地的形成挤垮
了白鸽集团。李发强说：这个说法其实也不完
全正确，我们还是没有能力生产高档砂轮，直
径超过 400mm 的砂轮，我们就生产不了。直
径越大，需要设备的压力越大。大压力的设备
一台需要投资几百万元，私人买不起。高档次
砂轮还只有白鸽能生产。白鸽有它自身的优
势，至今西郊砂轮生产基地大多数生产设备还
是半机械化，产品还是中低档次。

至于白鸽集团前几年经营业绩不理想，有
人说，原因很多。不过，通过这些年企业改制等
措施，现在白鸽包袱已大大减轻，如果白鸽发挥
出自身的优势，相信未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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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在北京国际新
闻中心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明年，中国
1200多座国有博物馆将全部免费开放，不
能免费开放的遗址和古建类博物馆也会根
据情况适当降价，包括北京故宫和西安的
秦始皇兵马俑。(据7月29日《新京报》)

这是好事儿。平日里大门紧闭的博物
馆开放了，普罗大众能够沾些文博的仙气，
关键是能和国际接轨。因为有着博物情结
的法国和英国，95%以上的民众喜欢流连博
物馆，像世界顶级的大英博物馆据说除
1972年的几个月外，其余时间全部是对公
众开放的；而法国的卢浮宫，对公众稍有吝
啬，但在周日也对外开放。所以，中国艺界

人士，到了欧洲乐得几近癫狂。
国内可不一般。林林总总，满打满

算，国内博物馆也只有 2400 多座，国有的
大概是1617座，少得可怜。据说今年已经
开放了600多座，加上明年开放的，国有的
博物馆似乎大都向小民张开了怀抱。然，
谁又能感受到博物馆开放的好呢？人们
只知道，今年春节期间，福建博物馆向公
众免费“试水”期间，馆藏文物“受伤”频
频，损失高达 10 万元，结果搞得该博物馆
关门大吉了事。

一直神秘兮兮的博物馆陡然免费开
放，小民们蜂拥而入图个新鲜很自然，对于
从没见过的展品摸摸弄弄，充满好奇有何

不对呢？熙熙攘攘的人多乱象和展品受伤
怨不得观者，说大了是中国的博物馆给中
国人吃的闭门羹时间太长，说轻了是馆方
组织不到位，管理有瑕疵。

当下正处暑期旅游黄金档，更借京奥
东风，再提免费开放博物馆的信息，或真能
在大众心里激荡起再到博物馆看看的潋滟
冲动。这其中也有很多老外，但在老外的
文化里，越是顶尖顶级的国家级博物馆，越
要免费开放。且不论老外，对咱们自己的
观众而言，最想看的岂不还是故宫和兵马
俑那样的博物馆？这样的博物馆不免费，
免费开放博物馆的善政就仿佛被打了折。

张敬伟

天降石球
是一种什么现象

冰雹，就是空中降下来的冰块，有的
地方也管它叫冷子。人们多见下冰雹，有
谁见过冰雹裹石球而下呢？这稀罕事竟
在炎炎夏日出现了：7月27日，在广州市番
禺区的大龙村和凌边村，烈日中冰雹突
至，惊煞村民。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
是，冰雹里竟然裹挟着小石球，小若豌豆，
大若玻璃球。（7月28日《广州日报》）

又不是下陨石雨，天降石球，这样一
幅图景颇难解读。中科院广州市地球化
学研究所教授匡耀求给出的解释是，这是
热岛效应之下，城乡结合部发生的一种自
然现象。由于热岛效应，气温一高，水汽
和污染物就会随着气流上升，到达一定高
度变成污染物颗粒与水汽的凝结物。凝
结物会往下落，但因为上升气流不断向上
的推动作用，凝结物一时降不下来，在这
样一降一推的过程中，凝结物会不停旋
转，慢慢地就形成了球形，等到了一定重
量就会降落下来。

冰雹裹石球而下，被说成是一种自然
现象，但就在专家的说法里，也能看出它
所呈现的不自然的部分。它不是必然的
自然现象，石球是污染物颗粒与水汽的凝
结物，假如一地没有那些特别的污染物颗
粒，就会下洁净、纯粹的冰雹，而不会裹进
这种小石球。与其说它是自然现象，不如
说它是环境严重污染的产物更为准确，是
一种非自然的现象。我们每天都要仰望
的天空，由蓝变灰甚至变黑，是一个过
程。过去不知道，现在刚知道，它的深处，
由悬满明亮的星星，到有一天看不到星
星，再到密布不停地旋转着的小石球，这
又是一个过程。而在这些过程里，尽是人
类不善待自然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小石球既是直接的污染物，按照经济
学的说法，它还是那些污染性企业带来的
负外部性，即它们的行为所造成的成本。
污染性企业从污染行为中获取了巨大的
收益，但这些外部成本，污染性企业并没
有去承受，都像小石球一样，“砸”到工作
于斯、生活于斯的民众头上。

天降石球，这是很恐怖的现象。它以
感性方式告诉人们，环境污染，能带来种
种的意想不到。今天能下石球，明天人们
还将吞吃什么更为可怕的环境恶果，谁能
想象得到？ 今 语

瞎编作文，捡了百万元交还失主

重庆张先生儿子小刚在大渡口某中学
上初二。27 日晚,儿子将第一篇暑期作文
拿给张先生检查,看后,他立即“无语”了。

“我捡了100万,交还失主”是作文的标题,作
文里,儿子说自己一不小心,就在路上捡到
个钱包,里面有100万元支票,就将这张支票
拿给了父亲,在报纸上刊登出来,最后将100
万元转交给了失主。“这篇作文总共600字
不到,里面全部是编造的,气得我不晓得怎
么说了！”张先生一脸无奈。(重庆晨报7月
29日报道)

“现在的孩子编造之风太可怕了！”这
是孩子父亲的感慨。其实天下间编造作文
并非只有他孩子一个，在当下中国语文教
育的环境中，绝非个案或偶案，而是一种很
普遍的现象，源于当下赤裸裸的教育升学

“政绩观”。
之所以如此归结原因，皆在于当下的

教育太过功利性，一切基础教育皆围绕升
学率而行，作文教育正也是如此——所谓
押中考高考作文题即是如此，如何押？自
然是从日常教学各种考试中练兵试手！就
如新闻中小刚很委屈地告诉记者，写“捡
钱”的作文不仅他一个人，好多同学经常用
这招。“有一次，老师给班里学生留了一个
作文题——记一件我做过的好人好事，全
班一半的同学都写捡钱包的故事。”其实在
小学在初中教育阶段，语文教师总是不停

布置类似题目，还有如“记一件有意义的
事”“记我的爸爸(妈妈)”……并非教师们缺
乏创造性思维，而是在期末考试时，确是总
是一般是这种类型的作文题目。那么在学
生整体成绩、教师个人“成绩”皆以分数为
评判标准的当下，教学生写应试时能“打动
人”的虚假作文，自是在所难免。

“一个孩子远离了大自然，就缺乏感
悟。”创新作文集训营作文指导老师指出，

编造作文的病根是因为孩子没有自己的真
情实感。而我却认为，这个板子不该打到
孩子身上，当下教育那已然病态的升学“政
绩观”才是真正的病因。孩子是有真实生
活经历的，而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一事一情
皆可成字入文，只是孩子们在功利性过强
的作文教育环境中极易被误导且迷失了自
己的情感表达，这才是“瞎编作文”的真正
源头。 张兮兮

代课教师拿40元月薪，当然是低得与时代
脱节，但这却算不得新闻。在我们刚刚听闻统计
局宣布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又上涨了多少之后，一
条关于代课教师年薪只有365斤包谷的新闻让我
的眼镜跌落在地。

这位教师名叫李兹喜，在贵州罗甸县班仁乡
金祥村油落小学已任教13年。据《贵州政协报》7
月29日报道，李老师全年的工资收入是学生家长
凑份子的365斤包谷，按当地每斤8毛钱市场价
计，他的日薪相当于 8 毛钱，月薪相当于 24 元。
李兹喜19岁开始就承担了金祥村全部的教育重
任，他既当教师，又当校长，同时还是勤杂工。除
了上课，他还要到山下背水给孩子们喝。学校经
费紧张时，他甚至把家里的猪换成了学生的课
本。而他自己家里却经常断粮，以至于不得不请
求家长们将包谷提前给他。

原以为，经过教育部的清退以及舆论的持续
关注，代课教师早就不是个问题了。但近几天连
续披露的“代课教师工资试比低”的新闻实在令
人脸红——7 月 21 日，另有消息说，贵州务川县
黄都镇的小学老师杨贤祥，办学22年，仅靠44.5
元的工资养活家庭。我们这些貌似与李兹喜们
无关的人，拿数十倍甚至数百倍于他们的工资，
但在他们面前，生活的优越仿佛成了一种罪过。

就在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平均工资增长的
好消息时，我们还在抱怨自己的工资并没有涨。
这说明，我们都以为自己的贡献是超值的。于是
就想起了平安老总马明哲先生，他前几天曾公开
宣称，他的贡献对得起6000万元年薪。但是，那
些默默无闻的代课教师们，为何不曾在待遇上斤
斤计较？原因无非是：他们是“代课”教师，没有
名分；他们热爱教育事业，不计较报酬。

然而我却要为他们说句公道话：他们的工资
远远对不起他们的贡献！包括平安在内的企业
高管宝座，从来不乏竞争者，但代课教师却是无
可取代的，没有他们，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很可能
无处读书——那些受过正规师范教育的教师，几
乎没人屑于去大山深处教书育人，这就是为什么
国家清退民办教师之后，代课教师并没有正式退
出历史舞台的原因。这些代课教师，有知识有文
化，外出当个清洁工也至少会拿到数十倍于现在
的工资收入。如果不是怀着对教育事业的忠诚，
他们何以从青丝坚守到白发？

教育的穷困是未来的穷困。在这些代课教
师面前，谁有底气宣称自己是无可替代的精英？
这样看来，政府一刀划开“公办”与“代课”的鸿沟
原本就是失策的。 椿 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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