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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长三角、珠三角现在在全国的经济地位，繁荣无比。

以申新公司为代表的“秦宝十里铺工业区”的200多家

企业，其规模占全国工业总规模的五分之一。战时，除

了提高宏文造纸厂、申新铁工厂产能、产出之外，还积

极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修配机械、配件，铁工厂还自主制

造出纺纱机、面粉机、造纸机等设备。可以说，宝鸡近

代轻工业、机械制造业、电力等工业都起源于申新纺织

厂 。 它 的 内 迁 是 抗 战 时 期 中 国 工 业 内 迁 的 主 要 组 成 部

分，为抗战时期西北乃至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成为民族工业的命脉。

申新纱厂内迁宝鸡历经选址建厂、设备组装、炸毁

重建等种种磨难，站稳脚跟恢复生产后并未满足眼前的

成果，企业发展的方向重新定位为将盈利投资扩充原有

企业和继续创建新的企业。申新纱厂内迁宝鸡时，当时

难以获得进口设备，企业决定自力更生，从1941年起先

后在宝鸡创办了宝鸡铁工厂、宝鸡宏文造纸厂（以废棉

为原料）、宝兴煤矿公司，设立了运输大队，以装运各

厂的原物料和产品往来于川陕、川黔、渝蓉。自备木船

利用嘉陵江等水道运输物资，很快在宝鸡十里铺地区形

成以申新纺织厂为核心，以纺织、机械、造纸、面粉加

工、电力生产为主的“新兴工业区”，成为当时内迁企

业组织最完善的企业之一。尤其是打破了地方亲族观念

的束缚，提出“人才主义”的口号，注意不完全以亲疏

关系用人，而是着眼于才能和道德，网罗了一批经营管

理和技术工作的“专才”，在当时为陇海铁路沿线涌入

的难民提供了工作岗位。申新联合其他工厂在抗战时期

共同组织失业工人，响应参与“工业合作社”工作，增

加生产供应军需和民用，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到抗战胜

利，申新员工从最初的270人扩大到4000多人，家属2万

多名。此外，申新还在宝鸡地区建成了能源供应、粮食

生产、面粉加工、生活用品等工厂，修建了厂区职工配

套设施，比如解决子弟上学的学校、职工就医的医院和

休闲娱乐的电影院等，带动并丰富了地方事业的发展，

鼓舞了广大民众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念。

申 新 纱 厂 对 “ 工 业 合 作 社 ” 和 抗 战 都 起 到 了 积 极

作用，推动宝鸡成为了交通枢纽，凡过往西南、西北的

人员和物资，这里是必经之地。官办的中央、中国、交

通、农民四大银行在宝鸡成立了办事处。迁入内地的金

城、河南农工、中国通商、永利、四明、工矿和开源等

商 业 银 行 也 开 设 了 驻 宝 办 事 处 ， 银 楼 随 之 增 多 到 十 几

家，还兼营黄金买卖。大批商人云集在县城，他们开设

的行商、行栈买卖着面粉、粮食、纱布和棉花，旅馆、

银楼、金店的门面房一家挨着一家。豫剧名角陈素真、

常香玉、宋淑云、崔兰田、马双枝先后来到宝鸡，在大

光明戏院、新戏院演出，带给宝鸡人除秦腔之外的另一

种文化体验，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

申新纱厂在战争纷扰的年代依然逆势上扬，这和严

格的规章制度密不可分。申新纱厂保障员工福利，首倡

实行8小时工作制，到为厂职工免费提供三餐和宿舍，工

厂设医务处、学校，还先后办起了商店、浴池、理发、

农贸市场、健身运动俱乐部等服务行业。其中，体育锻

炼和文艺演出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如今，宝鸡宝钛集

团、烽火集团，宝鸡石油机械厂、秦川机床厂、等一些

老厂依然在延续着申新纱厂的管理模式和福利制度。

总之，申新纱厂在宝鸡建厂及发展，为宝鸡工业现

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长乐塬工业遗址是宝鸡历

史的记忆，也是宝鸡当代工业发展的动力，激励着老工

业基地继续创造辉煌，加速宝鸡传统工业城市向新兴工

业城市迈进的步伐。目前，宝鸡工业拥有以陕汽、法士

特、吉利、宝鸡机床、宝钛集团、宝成仪表、好猫、西

凤酒、宝二电等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品牌工业企业，产

业类型齐全、产业链完整，产业结构均衡，为宝鸡经济

腾飞奠定了强有力的工业基础。

陕西省十四次党代会提出“强化宝鸡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排头兵和城市副中心地位”的要求，宝鸡市十三次

党代会提出“工业是宝鸡的最大优势、最强竞争力”的

定位，为宝鸡工业强市建设指明了方向。宝鸡作为我国

西部工业重镇、高端装备制造业基地、新材料研发生产

基地和中国钛谷，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

察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五项要求”，充分发掘申新纱

厂等优秀工业企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科学管理模式，进

一步建立健全以先进制造业为龙头的现代产业体系，在

加快建设副中心、全力打造先行区中奋力谱写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参考文献

[1]马克锋：《荣氏家族》，广州出版社，1997。

[2 ]荣德生：《荣德生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3]陈重伊：《荣氏家族》，团结出版社，2005。

[4]冯驱：《西迁西迁》，银河出版社，2013。

[ 5 ] 赵 云 声 主 编 ： 《 中 国 大 资 本 家 传 （ 荣 氏 家 族

卷）》，时代文艺出版社，1994。

作者简介

刘锦霞　任职于宝鸡市中共金台区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