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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夏，沉寂许久的上窑陶瓷产业迎
来千载难遇的发展契机。这一年，上窑陶坊
重新开始凿土、制泥、拉坯，古镇窑场再度储
备茅草、松枝、石炭，为复燃窑火精心准备。
这一年，吃窑饭的泥腿子们憋足劲，从氏族巷
院、四乡八村奔来，涌上山岗、河湾、料场、码
头，采釉泥、凿陶土、砍柴草、掘煤炭、平地面、
整货场。上窑，从此由单窑数人的小规模劳
作，壮大到好几条龙窑同时烧制、近百名青壮
劳力共同生产。

政协委员——杨锦堂
人民开始当家作主的解放初期，百废待

兴、百业待举。以三窑（陶瓷窑、石灰窑、小煤
窑）为支柱的上窑古镇同样处于蓄势待发状
态，重中之重的十三条龙窑窑主、窑工们显得
有些迫不及待了。当时老官山（俗称老鸹山）
南麓仅有大老虎窑、小老虎窑的杨家窑时燃
时熄，尚在惨淡经营，其它十余家窑场则一片
沉寂，没有一星烟火热度。

1952年的火热夏日，上窑开启了古镇窑
业的浴火重光。上级主管部门及时与开明的
大老虎窑主杨锦堂等宣讲党和政府公私合营
的好政策，压舱石一般稳住了窑主们的心。
之后不久，杨锦堂召集堂侄杨华藻（小老虎窑
主）、孙家窑主孙道兵和他家年轻陶工、窑工
王长金，以及鲍家窑主、陈家窑主、沈家窑主、
李家窑主等齐聚老街上已经歇业的自家茶
馆，规划商讨窑场可预期的辉煌明天。

在当地政府的引领帮助下，经过近两年
筹备，各窑户积极响应政府互助合作的号召，
他们在杨景堂的带领下，组织起来走上了集
体化道路。

1954 年 4 月，拥有在册职工 200 余人的
“公私合营上窑缸厂”正式成立，杨锦堂在用
自家老虎窑为资产入股的情况下，又拿出经
营窑场数十载积攒的一坛子洋钱，作为扩大
生产的启动资金。人民政府在龙窑南面的平
坦地带规划建设新厂房、改造革新老窑炉。
公私合营结束了家庭式千年手工作坊，进入
了统一标准、规范操作现代企业。上窑缸厂
统一生产经营，供销两旺的热火景象成为常
态。这是龙窑金缸、子孙缸开天辟地的大喜
事，窑镇窑人欢庆、窑山窑水欢庆。

上窑从这一年开始，正式进入缸窑流金
的全新时期。杨锦堂作为私方代表被任命为
负责生产的副厂长，参与管理决策。

杨锦堂为人厚道，人脉丰沛，他曾是古镇
窑火烧得最旺的窑主，更是家乡顶级窑师。
在窑场摸爬滚打几十年，早就练得一身真功
夫，他只需往观火孔瞄一眼，窑温高低几许、
火候到位与否、产品成色如何、具体出窑时日
便了然于胸。我儿时与小伙伴到缸厂玩耍，
还时常能看见、听见长辈们翘起大拇指赞叹：

“有杨锦堂坐镇，上窑缸厂产品就质量稳定，
生意兴隆。”我们上窑人都深深知晓，这样的
独门绝技不是凭空得到。因为常年观火，他
的一只眼睛几近失明。“杨锦堂观火—— 一
目了然”的俗语即是实证。他超乎常人的艰
辛努力和巨大牺牲值得上窑儿女永远铭记。

从那时起，杨锦堂就被淮南工商界选为
第一届市政协委员，并连任六届委员，代表淮
南工商界参政议政，直至离世前夕。

值得一提的是，杨锦堂的儿孙也大都把
缸厂作为奉献光和热的沃土。三个儿子杨华
兵、杨华伦、杨华龙都在此工作到光荣退休。
长子杨华兵早年考入黄埔军校，抗战时任国
民党军某部营长。内战爆发后，他不愿将枪
口对准骨肉同胞，便解甲归田回到家乡、回到
自家窑场。公私合营淮南市上窑缸厂成立
后，他始终在第一线默默干着杂活。次子杨
华伦则是厂内基建的骨干。三子杨华龙，由
于工作出色，在 80 年代早期被委任为副厂
长。

全国劳模——王长金
常言道：“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

个桩。”杨锦堂和其他窑主在尽心竭力协助政
府委派的公方代表（厂长）搞好生产经营。其
身边自然也有几位出色的窑师、窑工鼎力支
持，王长金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卓越陶工、传
奇窑工。

杨锦堂家道殷实，从小就在自家窑场、陶
坊玩耍，最忙时和祖父、父亲、伙计们都吃住
在那里，成人后自然而然地薪火传承。与上
窑统称“杨十一”（堂兄弟排名）的杨锦堂家庭
背景有很大不同，王长金则是赤贫出身，晚清
时期，祖父拖家带口从几十里外的河西王咀
子逃荒到上窑，数十年来，一直靠在古镇打短
工、卖苦力养家糊口，生活穷苦、难以为继。

王长金兄弟三人，他是老大。16岁便开
始在私人窑主孙道兵的窑场学徒拉坯做缸，
整天和泥坯打交道，练就一手做缸好手艺。
他待人和气，一说话就爱笑，人们都夸这个小
伙子忠厚老实。

1954年公私合营上窑缸厂成立后，王长
金制坯、做缸的积极性格外高涨。30多岁的
他，中等身材，膀宽腰圆，浑身好像有股使不
完的劲。老官山麓南坡上六条龙窑轮番装
窑、烧窑、出窑，场面蔚为壮观，古镇迎来了历
史上难得的缸窑流金的红火兴旺。可是，很
快出现了一个难题：燃料跟不上了。柴草没
有了，又改烧松枝。但不久，松枝供应又发生
困难。厂部领导及时派王长金等骨干去外地
研习新型窑炉，悟性极高的他一回来就和工
友在龙窑前的平坦地方，建造起了单个炉膛
的团窑，燃料也改成烟煤掺少量矸石、黄土的
模式。四座团窑投入使用后，产品还是供不
应求，又是王长金带领同事新建了几座效率
更高的多孔炉门的倒焰窑。后来，随着陶缸
造型改进，龙窑逐渐停烧。

“烧炭倒不怕供应不上，淮南有的是大
煤矿，可是这样光烧干炭，浪费实在太大！”肯
动脑筋、善于思考的王长金根据平日里的仔
细观察、用心思索，大胆地向厂部提出建议，
废弃烧窑用干炭烧成的现状，改用湿炭烧窑
的技术创新，得到了厂部领导的认可和支
持。许多职工却对王长金的这一设想持怀疑
态度，认为现在用干炭掺矸石、黄土烧窑已经
不错了。如果将炭掺水，与矸石、黄土一块烧
窑，烧出的缸质量出现问题怎么办？一窑缸
造成的经济损失谁来负责？王长金拍着自己
胸膛说：“我家虽穷，但还有一头毛驴，如果试
验失败，我心甘情愿将小毛驴赔给厂里驮
泥。”

王长金提出将水掺进干炭烧窑是有可靠

依据的，因为当地种烟人家炕烟时，都是用稀
炭往炉膛里的炉钉上攉，炕烟能用稀炭，烧缸
为何不可以？实践检验中，他将原来用麻骨
锥(陶棒）支起的炉膛扒掉，换成一米多长生
铁铸成的炉钉。由于干炭掺水添加碎矸石、
黄土拌匀攉进炉膛，燃烧的火苗特别旺，加上
炉钉间有空隙吸风力极强，窜出的火苗很快
传遍窑内各个角落，大大缩短了熏窑时间，后
期投用的辅助柴草也更少了。窑内烧出的产
品由于火力顶得上，一级品率从70%上升至
85%以上，倒窑、黄缸的现象也没有了。王长
金通过科学实验，开创了改进烧窑技术先河，
受到领导及同志的赞扬与信赖。

淮南建筑公司需要一对1米多粗2米高
的特大型缸作装涂料喷高层楼房用。缸厂从
古至今，从私人窑场到合营窑厂，窑工们做出
的最大陶缸才1米出头，谁来完成这项艰巨
任务呢？大伙都不敢接。做缸二三十年的王
长金主动请缨领下这项工程。

只见他站在绑牢的脚手架上，将胳膊上
的泥条，用手一圈又一圈地把缸坯一点一点
盘高，终于将 2 米高 1 米多宽的两口大缸做
成。烧窑的窑门太矮了，工友们又一起动手
扒掉窑门，八个人抬着超大缸坯稳妥地挪进
窑内，放入窑室中心，然后重新砌好窑门。一
周后出窑，两口大缸远看金灿灿，近瞧黄亮
亮，一敲当当响，用户满意地说：“缸的成色、
造型、质量呱呱叫！无可挑剔！”

生产实践中，他与技术攻关小组的同志
一道将原来导窑烟烟囱直接往空中排，改为
烟先从下面走，然后再通过管道往上面排。
这项技改，每孔窑可节约煤炭一吨，同时产品
合格率、优品率又更上了一层楼。

王长金成为缸厂的生产骨干，他和工友
们一次次攻克工作中遇到的技术难关。自己
也由一名制坯工人，被上级聘任为上窑缸厂
技术副厂长。1956年劳动节期间，出色的窑
工、陶工代表王长金出席了全国劳动模范（全
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周恩
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参加了
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盛大群众游行活动。等
王长金返回淮南途经上窑老官山时，上窑小
学、上窑缸厂及当地群众千余人站在大山口
路两旁，热烈欢迎身穿中山装、胸佩大红花的
王长金从北京载
誉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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