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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历8次更名，记录公司在行业内“四大跨越”，也见证了城市的巨变

《智慧株机》：与时代共进 与城市同行
策划/邱峰 执行/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高晓燕 通讯员 张灿强 李翔

老工业城市的成长
细节，就藏在那些有年份的厂
报间。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厂 报《株 厂 工 人》（现 名《智 慧 株
机》），创刊于 1955 年，比株洲升格为
地级市的时间还早一年。68年来，她
陪伴了中车株机每一次的改革和进
步，也记录一代代株机人为我国轨道
交通装备事业献身的光荣事迹，更成
为田心片区、株洲城市巨变的记录
者、见证者……

铭记辉煌，开创未来，纸间的
一词一句，都承载着株机人对
未来最深切、最美好的期

盼。

红色的苏式建筑，移动的铁质档案柜……走进中车
株机公司档案楼，这里有保存最完整的中车株机厂报，
甚至部分已经是孤本。

1955 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审议通
过，加快工业化进程成为国家稳固发展之本，迫在眉睫。
中车株机公司的《株厂工人》报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诞生，
成为全方位记载中国轨道交通发展历程的重要载体。

“本报的编辑方针是面向工人、面向生产、面向车
间，直接为生产服务，以保证质量良好的机车车辆为运
输服务。”1955年4月19日的创刊号上，清楚记录下株
机人的办报初心。

“中车株机起步于 1936 年，而厂报创刊号则办于
1955年。”厂报现任总编李林子阐述了这段历史。1936
年，以“铁道部株洲机厂筹备处”的名字，中车株机打下
湖湘大地机车车辆工业的第一根桩基。但此后十余年
的战火连绵中，这颗民族工业的种子未能正常发育成
长。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重获新生。

《株厂工人》诞生之时，正是中车株机火热恢复重建
的时期。大家伙意气风发，干劲十足，誓要闯出一片新
天地。创刊号上，一篇名为《俱乐部举办原子能通俗讲
座》的 200 余字文章，就记录了这种高昂的建设情绪。
当时，中车株机还只是一个修理蒸汽机车的工厂，而一
场有关原子能的知识讲座，居然吸引了1500余人积极
参加、主动了解。这种强烈的求知欲和钻研劲，也成了
一代代株机人坚持至今的精神底色。

68年间，这份初定名为《株厂工人》的厂报，先后经历
了至少8次更名，如《铁龙》《火车头》《九方周报》《九方时
报》《电力机车报》等，其中《电力机车报》名称沿用最久。

“每次更名都是根据生产经营的重大调整而进行。”
李林子回忆，比如更名《九方周报》之时，公司有计划整
合旗下数十家子公司，成立九方集团。后因企业发展形
势变化，未能成行，但“九方”二字，如今仍被田心周边企
业单位所沿用，比如九方通讯、九方监理、九方宾馆、九
方小学等。

无论名称怎么变化，厂报办报初心、宗旨始终没变——
高举旗帜、凝心聚力、服务企业、传承文化。株机人热烈而
扎实的办报经验，还曾成为全路市场企业学习的典范。

如今，中车株机子公司多点布局海内外，而厂报也
跟随企业发展的步伐走出了株洲。“不仅覆盖了本部所
有高中层管理者、职能部门业务组、一线生产班组，还会
定期邮寄给省内外以及海外子公司。当然，我们也有电
子报。”李林子说。

这份报纸曾经历8次更名

2021年，在中车株机公司创建85周年
之际，根据省、市宣传部门和新闻出版相关
要求，中车株机公司党委决定对公司报进行
更名和改扩版。

去年 6 月 1 日，厂报以《智慧株机》的
全新身份正式发布，由原来的八开黑白
报，升级为对开4版彩印。为此，中车株机
还特意举办了一场题为“初心永不忘，携
手新征程”的报展活动，遴选出包括创刊
号在内的23个合订本，展示厂报记录与见
证企业发展的过程。

在泛黄发旧的纸页中，那些光辉的历
史被再一次回顾。

1958 年 12 月 31 日的《株厂工人》，刊
登了工厂当年在生产方面取得的成就，其
中就有中车株机和湘潭电机厂共同研制
成功的中国第一台电力机车 6Y1 型。仅
这一年，中车株机的新产品就达到了 61
种。

1999年10月1日的这期厂报，详细记
录总结了公司在电力机车领域内实现的
四大跨越——从直流到交流、从普速到高

速、从普载到重载、从引进到出口，以傲人
成绩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华诞献礼。

2002年3月29日，这期报纸详细记录
了公司中标上海地铁明珠二期车辆工程
的信息。自此，中车株机正式拥有了第二
产业。大家热血沸腾，挤在厂门口热烈欢
迎外出投标凯旋的团队。定格在报纸上
的那张照片，人人脸上都笑容洋溢。

厂报也见证了国家领导人对公司的
殷切关怀。

2011年3月25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
习近平视察中车株机。2017年4月28日习
近平总书记再次视察中车株机南宁产业基
地，留下了“加大自主创新”的谆谆嘱托，为
企业前进之路指明方向。2014 年 7 月 11
日，李克强总理考察中车株机，勉励企业加
快国际化步伐。如今，多位国家级领导人到
访过的城轨事业部总成车间25号台位，已
经成为中车株机名副其实的“网红”。

历史在记录中完整并丰满着。当再
次翻开这些报纸，顽强拼搏的株机精神从
纸面上跃然而出。

每一次的进步她都“记”得清楚

▲中车株机厂报创刊号。
企业供图

◀展示厂报现场，中车株
机职工在认真读厂报。

企业供图

④④

在一期期厂报间，最动人的永远是人
的故事。

厂报第四版副刊，是厂内文学爱好者
们的乐土。为此，公司还成立了成才文学
社，更在内网论坛上孵化出成才文学版
块，供大家相互交流。

“我和妻子的初识也是在论坛上。”中
车株机职工麻扶波说，而第一次在公司公
寓见到岳母时，当天桌上摆着的报纸上恰
好登载了自己写的一篇散文。铅字的力量
加上厂报通讯员的身份，让他在女友家人
面前狠刷了一波存在感，促成了这段良缘。

与厂报有过 30 多年交集的退休员工
孙翔，也是从这里对创作产生兴趣，并渐
渐从爱好变成一生的追求，与相识、相知、
相聚的一群年轻人共同成长，作品从幼稚
到成熟、从单一到多类，相继在厂报、市
报、省报乃至国家大型刊物发表。“在员工
看来，读厂报成为一种习惯，尤其是那些
退休的老同志，通过厂报分享公司成功的
喜悦，也憧憬着公司未来的发展。”他说。

“厂报更是优秀员工的展示阵地。很

多年过去了，许多老同志仍以当年事迹曾
被见报表彰为荣。”李林子感慨。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间模糊了字
迹，而那份情怀却如陈酒一般愈发浓郁。

她记录了：从工人阶级好战士刘昆赴
京参加国庆观礼，到全国人大代表、全国
劳动模范周清和赴京参加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庆典观礼的荣誉传承；从“落车大王”
路克难到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友梅，从湖南
省劳动模范曾艳梅到全国三八红旗手高
楠的劳模精神代代相传……

“如果没有报刊，那么这些细微的星
光，是否会被淹没在时间的银河中呢？”在
参观完厂报展后，中车株机员工于倩感慨
地说，正是千万个像许阿荣、黄永辉这样
兢兢业业、脚踏实地的工人，才有了公司
那么多项“第一”。公司报的记录，为大家
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星移斗转初心不变，时代峰峻激情满怀。
一份报纸里不仅有日月和春秋，还有梦想与
远方。如今，新的厂报正承载着新的使命，
在建设“智慧株机”新征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满满的情谊都浸润在纸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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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第一次送妈妈母亲
节礼物是在15岁的时候。那是一
个凌晨5点的早晨，我拿着一朵康乃
馨插到了爸爸妈妈房门的把手上，
然后又悄悄回到床上继续睡。醒
来后，门上的花不见了，妈妈什
么也没说，我也当作什么都没
发生。但我知道妈妈很高兴，
那朵花被她养到房间里，枯萎后的干花
瓣她不舍得扔，还收藏了起来。

我参加工作后，看到合适的东西都会给妈妈
买，衣服鞋帽、护肤品、日用品……像当年收到康
乃馨一样，妈妈每次收的时候没有表现得特别高
兴。

几年前，我给妈妈买了一瓶护肤精华露，过了
几个月去看，发现她没用什么。原来妈妈知道价格
后，只舍得每天早上擦一点点，她和我说，一点都没
有焕白，不要再买了。但无意间听到过她和朋友聊
天，她说，我女儿送了我好贵的擦脸的东西，特别好
用。给妈妈买的衣服，她穿出去后，回来总是要“凡
尔赛”一番：“她们都问我要链接呢。”

回想这些年，妈妈对我的爱总是藏在细枝末
节里。

妈妈是很“大方”的妈妈。家里经济并不
宽裕，但在十几年前妈妈就舍得给我买几百
元的牛皮双肩包。妈妈也是经常“骂人”的
妈妈。妈妈的“骂”，无非是不叠被子、降温
了不知道添衣服、不好好吃饭这些“小
事”。我时常会顶嘴，她就变得更加“易
燃易爆炸”。但过会儿，我们一定会和
好。以前妈妈常说，你这种“狗脾
气”，不知道将来谁受得了。但妈
妈不知道的是，我这种“狗脾
气”，只有在她面前才会有。

婆婆也是妈。我和婆婆的缘
分始于 15 年前，记得第一次见面是
一个过了饭点的中午。进门打过招呼
后，“队友”说，她还没有吃饭。于是，婆
婆折身回厨房，不一会儿就弄出了三四个
荤素搭配、分量适中的菜式。风卷残云之
余，我对婆婆的手艺是打心眼里佩服。

当时，有来自北方的同事打趣说，他们当
地的习俗是，如果对女孩满意，婆婆就会整出8
至 10 个碗。我不禁惊叹，还有比我更会吃的女
娃？

虽然，初次见面没有那么“高开”，但是我们的
婆媳关系却是一路向好。10 多年来，婆婆一直尽
心尽力地操持家务，帮忙带娃，不居功，不诉苦。她
总是保持平和的情绪，从容应对生活。总是默默付
出，给予我们最大的支持。

二孩政策放开的时候，我问她的看法，她说，生
不生是你们的事，生了需要我带的话，就给你们再带
几年。是不是开明又暖心？二娃出生后，婆婆一如既
往地给力。记得剖腹产3天后，护士来催我出院。婆
婆闻声从厕所出来，“霸气”回应，我们再住两天，做做
理疗总是好的，不用考虑费用问题。朴素大娘秒变土
豪，这种切换自如的操作，着实再次暖了我的心。

岁月不饶人，这些年越来越多的白发爬上了婆
婆的鬓角，她的身体也不似以前硬朗。母亲节来临
之际，希望我的第二个妈妈、我们家的“定海神针”
平安健康。

网上看到一个段子：“如果问你怎样惹妈妈
生气，可能每个人都立刻回忆起一部成长血泪
史；但要是这个问题换成如何哄妈妈开心，你是

不是生疏多了？”
从小就是“惹事精”的我，一直没少给家

里惹事，不是被学校请家长，就是被人找上
门，按照我妈的说法就是“狗路过都要被我
踢两脚”。还好后来长大一些了，调皮捣蛋
的性子收了收。除了和她顶顶嘴，没有做
过特别出格的事，按部就班上大学找工作，
也都没有离家太远。

去年母亲节，马上到而立之年的我很认
真地问过她，你对三十岁的儿子有啥具体要

求吗？她想了想说，除了希望你过得开心快乐
以外，还是想你能够快点把个人问题解决了。被

唠叨烦了的我就顶嘴。
她看着我笑了笑说，你小时候虽然调皮捣蛋，但还

是挺有意思的。有段时间单位效益不好，为了维持家庭
的开销，爸爸妈妈只能白天上班，晚上摆摊卖夜宵。每
天深夜回来，五六岁的你都会从被窝爬出来，搬椅子
要妈妈坐，还一边按摩一边说妈妈辛苦了，那一刻觉
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有自己的家庭真的会让人
变得更成熟，有个孩子在身边，也会让你觉得一切
都是值得的。”

其实，孩子对妈妈的爱，会由着自己心情，一
时给予一时收回。只有妈妈对孩子的爱，面对

不理解和抱怨，都不会减少半分。妈妈的微
信名叫“无忧”，我希望她真的能无忧无虑

起来，也希望每位妈妈都能被岁月温柔
以待，所有的付出和爱，都能被看

见、被理解、被放在心
上。

从我有记忆起，我就不常和母亲亲密，她
从未对我有“爱你”之类的表达。不像其他母女

那样亲昵，我们有些距离。
小时候的距离，是因为害怕成绩、才艺达不到

母亲的期望，得不到她的肯定。
长大后的距离，是因为想逃离，学习、工作、生活

被母亲严格管理，被照顾得无微不至，而我想要更多的
自我，也希望母亲更自由。

工作以来，母亲每个周末都会来我的住处给我做饭、
收拾房子。到了周三，她便开始在家庭群里问“需要带点

什么过来，想吃些什么菜”。整个周末，除了在厨房做饭就
是在打扫，偶尔的放松是我陪她去逛逛超市、散散步……每
每和朋友聊到这些，他们都非常羡慕。

在我看来，母亲退休后的生活应该是约着朋友到处游
玩。我并不希望她再为我操劳。我和母亲也聊过，希望她多
过一过自己的生活，女儿已经长大，不必再将生活的重心全部
倾注于我。可在母亲眼里，不论我长到多大都照顾不好自己。

之后的日子，我常常制造各种不在家的理由，对母亲表示
“周末就不用过来了”。言语间，母亲很失落，也不知所措。

渐渐的，她好像也明白了我的用意。母亲开始在朋友圈里
晒她和朋友出游的照片、练习瑜伽的小视频，告诉我她正在学
唱歌、练形体，闲暇时还会摆弄下多肉植物。

我的母亲不擅于用言语表达亲昵。她把爱放在心底，就像
地心，一次又一次尽力地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而我也并未和
她有过真正的疏远，在爱的半径里越来越懂得母亲的表达，感
恩她的付出。

或许，我没能成为母亲期待的模样，而她却努力活成了我
所期望的样子。

她的微信名叫“无忧”
希望她真的能无忧
□德艺双馨徐不曾

419新媒体编辑传播部办
公室的同仁，每天和各路新闻打
交道。浏览新闻、选稿之余，忍不
住会唠唠几句。大伙一合计，不

如借助网络突破一下边界，和读
者一起分享对新闻的看法和想

法，于是就有了“419说”这
个栏目，希望读者们能
喜欢。

昨日是母亲
节，这次我们聊
聊和妈妈之间
的故事。

她努力活成了
我所期望的样子
□419滴苗

我这种“狗脾气”
只有在她面前才会有
□419月瘦十斤·秘籍不外传女士

她是婆婆也是妈
尽心尽力操持家
□ 419二孩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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