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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年前，郑州北郊下坡杨村的几位年轻人，在村里一片玉米地办起暖气片厂。这
个村办工厂由小到大，其生产的“郑暖”牌暖气片也声名鹊起。创业的成功使得下坡杨
从远近闻名的穷村成为当地的富村。如今，这个诞生于1975年的村办企业似乎淡出
了人们的视野，但见证了下坡杨暖气片厂及下坡杨村成长的数位当事人，仍不忘在
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一个厂子带富一个村的传奇。 晚报记者 潘默 文/图

【穷则思变】
打工青年要摘下穷帽子

金秋 9月，记者来到位于江山路与天河路
交会处的下坡杨村。沿着村中道路往北走，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道路一侧一座座漂亮的两层
楼院，如果不是道路另一侧的玉米地及几处砖
垛，很难使人相信这是一个郊区的农村。

“下坡杨”村名由来已久，不过与杨树并无关
系。据说明朝嘉靖年间，山西洪洞杨姓迁此定居，
村子地势南高北低呈坡形，由此得名下坡杨。被
称为“别墅区”的楼院是村民近年来盖的，再往里
走是村子老区，规划整齐的两层楼院与之形成鲜
明对比。老区的楼院现在看上去有点陈旧，不过
这些成片的楼院曾经是村民的骄傲。上溯到上世
纪70年代初，当时的下坡杨的贫穷远近闻名，村
民的生活一定程度上依靠国家救济。外面的闺女
不愿意嫁进来，本村的闺女急着往外嫁。

记者在村文化大院门口碰到了现任村支
书、58 岁的杨发祥，他刚走亲戚回来。聊起当
年，他说，那时他和同村外出打工的几个年轻人，
目睹村里的状况十分“揪心”，在外面有一定见识
的他们私下商量着怎么能让村民过上温饱生活。

【外出学艺】
真诚和勤奋感动了厂方

当年外出做瓦工的杨保林，今年 64岁，作
为暖气片厂第一任厂长，在任上干了23年。他
告诉记者，厂子还没办起来前，就已经费了几
多周折。首先是找项目，“当年我们找‘江湖游
医’出点子，走了不少冤枉路。后来经人指点，
我们决定办暖气片厂。”

方向定了之后，接着就是学艺。几个人自
带红薯干、大米，远赴河北邯郸学习生产技
术。“人家凌晨三点开炉，我们两点就在厂门口
等着，工序结束后我们主动做收尾活儿。”他们
的真诚、勤奋感动了厂方，人家除了授艺外，还
送了 5名技术师傅。当年的学艺人之一、现任
车间主任的杨根山回忆说。

【冒险办厂】
软磨硬抗，留下人才

1975 年 7 月 15 日，在村西头一片玉米地，
几位发起人领着群众开始平整土地搭建厂房，
同时几元、几十元地筹钱购买设备。迈出第一
步很不容易，当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尚未吹起，
几位发起人大都刚从“割资本主义尾巴学习
班”出来，被要求刹住“副业单干风”。他们并
不知道自己所为在中国乡村集体经济上的意
义，但他们深知其中的危险，不过他们一心想
让村子富起来，让村民不再吃贫穷的苦。

杨发祥今天讲当年的情形仍有点激动，当
公安人员领着民兵来村里要带走技术人员时，群
众拦住去路不让带人，时任村支书的杨俊杰挺身
而出，“就是开除我的党籍，也不能带走师傅！”随
后公社领导要求厂子辞退技术师傅，村领导、厂
委会软磨硬抗，留下了人。这一点被杨保林认为
是厂子办成功的最大经验：抓住了人才。

回忆起往事，杨保林感触良多。上世纪70
年代中后期，郑州还很少有人用暖气。厂领导
及业务员骑着自行车，不论远近驮着沉重的暖
气装置找有关部门推销产品。当年广告语流
行“三包”、“五包”，他们打出了“安装试用合格
付款”的广告，出新的广告语吸引了人们的眼
光，市场就此打开了。

而“抓产品质量”是杨保林总结的第二个
成功经验。除了依靠办厂之初请来的技术师

傅，还培养了一批批骨干工人，让手握锄把的
手变成熟悉工业制作的手。

担任过成品车间主任的杨发祥介绍说，当
年厂领导班子为了把生产搞上去，想出了很
多当时看来颇具新意的办法，并大胆运用到
管理中去。比如打破大锅饭，实行计件工
资、产品定额，“干多了有奖，干不了挨罚。”
还探索精细化管理，调查研究哪个时段工
作效率最高。

生产、销售双管齐下，不出两年效益就出来
了。那个年代一个工分几毛钱，而厂里的工人
干得好每月能拿几十元钱，“这是很了不得的！”
杨保林告诉记者，厂里面工人最多的时候，有五
六百人，除了一半是本村人外，另外一半都是外
面争着来打工的。

“我们厂子叫‘郑州市下坡杨暖气片厂’，当时
乡村集体企业冠以‘郑州’字号的极少。”杨保林神

情颇为自豪地说，产品有名了，销售急剧上升，销往
全国各地，南方省份装暖气片是为了让酒发酵。

“我们产品坐飞机都到了国外。”杨发祥风
趣地说。随后在采访杨保林时，他解释说，产品
没有出口到国外，只是当时在蒙古乌兰巴托得
了个金奖。不过“郑暖”牌绝对是当时的中国驰
名品牌，辉煌的岁月里，慕名而来参观学习的，
前后有3万多人次。

【反哺乡亲】
家里电器都是村里拿钱买的
“以农业办工业，工业促农业”，多年村干

部出身的杨发祥这样描述当年他们办厂的初
衷。取得开门红后，厂里拿出钱来改善村民
生活。村子还多次组织干部群众到有“中国
第一村”的华西村参观。回来之后结合本村
实际情况，制定了目标：十年建成社会主义新
农村。

1983年6月12日《人民日报》以《下坡杨走
上致富路》为题刊发了 10幅图片，记录了当时
下坡杨村的富裕生活。当时已有186户村民住
进了新建的两层楼院，家里有了电视、收录机、
电风扇，洗衣机等家电，用上了电灯、自来水。
村里新建小学和幼儿园，光为幼儿园买玩具当
时就花了上万元钱。

“村民楼院是村里拿钱盖的，家用电器也
是村里拿钱，就连村民收麦、浇地都是免费
的。”杨保林说当时村里的福利让周边的村子
羡慕不已，而这些福利大多来自下坡杨暖气片
厂的利润，可以说是一个厂子带富一个村，并
且搞活了村民的头脑，很多后来做生意致富的
人不少在厂里干过。

【再上台阶】
城中村改造迎来新机遇

9 月 16 日上午，记者再次来到下坡杨村，
在下坡杨暖气片厂大门口见到了出差刚回来
的现任厂长杨书军。这位 46岁的汉子正和一
名副厂长用板车拉钢管，卸车后，在厂子销售
部坐下，点燃一根烟，跟记者聊起厂子“变身”
后的情况。

进入本世纪，根据国家调控政策厂子进行
公开拍卖，2001 年杨书军竞拍成功。改制以
来，厂子实行机械化作业，工人数量在一百五
六十人，保留部分铸铁产品，转向钢制、铜铝产
品。记者在销售部一面墙壁上看到一块去年6
月份的牌匾，上面写着“河南省建筑业协会采
暖热器副主任单位”的字样，与记者在 2007年
修编的惠济区地方志看到有关内容基本一致：
下坡杨暖气片厂建于1975年，是河南省规模最
大、产品最全的散热器专业生产厂家。

销售部展示的十几种新型暖气片装置中，
一帆风顺、苹果、花架等造型比较引人注目。

“现在企业多竞争也激烈，尽管在一般人中间
的名气不大，但厂子的实力还在，我们在行业
的地位还是很靠前的，发展势头也不错。”杨书
军对于企业“名气”上的反差淡定自若。

如今身处郊区的下坡杨去年被列入郑州
市城中村改造计划中，曾经参与当年“学华西”
的杨发祥，作为现任村支书憧憬着：“等城中村
改造完成后，村子分成两大块，一块是包括一
栋37层高层住宅在内的居住区，一块是经济产
业区，进行招商引资”。杨发祥并不认为下坡
杨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在他眼中，30多年
来下坡杨从未停下脚步，一直在往上发展，日
子也一天比一天好。

【名利双收】 3万多人次前来参观学习

1.2002年1月18日 郑州宇通客车有限公司与德国MAN商用
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共同投资兴建的猛狮客车有限公司签字仪
式在郑州举行。公司主要从事中、高档大、中型客车专用底盘及零部
件的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2.2002年2月25日 全国社会保险局长会议在郑州召开，郑州
市2001年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取得的成果引起代表们关注。

3.2002年 2月25～26日 郑东新区详细规划评审会经过12位
国内知名专家评议，通过了国际著名建筑规划设计大师黑川纪章的郑东新区起步区详细规
划和龙湖地区概念规划中期方案。 郑州晚报 中共郑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联办

下坡杨：被暖气片带富的传奇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