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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钢笔好不好写，关键就在笔尖。”上

海英雄金笔厂有限公司笔尖车间里，车间金尖

小组组长刘根敏捏起几个成型的笔尖递给记

者，“制作到位，写起字来才流畅。”

笔尖嵌入笔舌，连接吸水器，再套上外壳，

一支钢笔就有了雏形。1931 年，华孚金笔厂

在沪创办，历经风雨，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正

式更名为英雄金笔厂。此后，英雄钢笔逐渐家

喻户晓。

2024 年年初，商务部等 5 部门公布第三批

中华老字号名单，上海英雄（集团）有限公司的

“英雄”品牌位列其中。近日，记者走进英雄钢

笔生产车间，实地感受这一民族品牌今时今日

的发展与创新。

一只笔尖，精益求精

一条约两指宽的薄钢带进入机床，伴随着

一次次冲压声，钢带上出现了一个个菱形的

孔。“咔”的一声，被“打下”的部分已经有了立

体的造型，这是成型的笔尖毛坯。

“看起来只是压了这一下，其实有 7 道工

序。”刘根敏说，落料成型是笔尖加工制作的基

础，在“咔”的“这一下”里，要完成落型、冲商

标、翻身、冲孔、冲凹、罩圆、碰圆等操作，才能

让笔尖既美观又出墨流畅。

笔尖已经有了雏形，但离能写字还有距

离。英雄集团副总经理董文斌告诉记者，要用

钢笔把字写好，笔尖无疑最重要，而笔尖与纸

面接触的“那一点”——铱粒，则是关键中的

关键。

铱头与笔尖的结合，靠的是一“点”。成型

的笔尖毛坯，被送进点铱工序的设备中，一道

亮光闪过，一颗铱粒已经与笔尖融为一体。

小小铱粒，大有乾坤。“与纸面接触的地

方，必须是圆弧或者平面，不能有棱角。”董文

斌向记者展示放大镜下的成品笔尖，铱头呈现

圆润的弧形，仿佛一颗水滴，“机器点出来可能

会有误差，必须人工把关，查看每个笔尖上的

铱头造型。”

点铱之后，还要进行磨削、开缝、并缝……

为让坚硬的金属片能够顺滑出墨，一只小小的

笔尖最终走下生产线前，总共要经过 30 多道

工序。“费眼、费时、费力。”刘根敏说，方寸毫厘

之间的功夫，正是匠心所在。

老工匠们对工艺的极致追求和不断创新，

凝结成“英雄”品牌的竞争力。目前，英雄金笔

厂拥有各类技术专利 76 件，组织或参与修订

国 家 标 准 8 项 、行 业 标 准 7 项 ，制 定 团 体 标

准 2 项。

一件产品，推陈出新

1939 年，大同自来水笔制造厂（后并入华

孚金笔厂）正式申请注册了“英雄”商标。自

此 算 起 ，“ 英 雄 ”品 牌 已 经 走 过 80 多 年 的

历史。

上世纪 50 年代，美国“派克”笔风头正盛，

一场“英雄赶派克”的技术攻关启动。1958 年

10 月，在经历 80 余次失败后，100 型“英雄”牌

钢笔投入生产，在技术鉴定中，这款笔的多项

指标赶上了“派克”笔。这个故事还被拍成了

电影《英雄赶派克》。

改革开放初期，“英雄”成为钢笔行业内的

标杆，市场占有率高达近七成。“后来，圆珠笔、

中性笔等书写工具兴起。随着国家对外开放

水平的提升，一些外国钢笔品牌也涌入国内。”

董文斌亲身经历了“英雄”这个民族品牌在市

场竞争中的沉浮。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电脑键盘开始取

代 传 统 书 写 ，钢 笔 市 场 受 到 进 一 步 的 影 响 。

2003 年起，英雄钢笔进入长达十几年的低谷

期，销量锐减、员工分流，“老字号”一度面临巨

大挑战。

“激发品牌活力，还是要拥抱市场，主动求

变、参与竞争。”董文斌说。2015 年，“英雄”尝

试与知名珠宝品牌跨界合作，推出联名笔，产

品一经投放市场就广受消费者好评。当年，英

雄金笔厂走出低谷，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3%。

此后，依靠理念创新、技术创新、营销创新、管

理创新，英雄钢笔不断推陈出新，营业收入连

续多年保持快速增长。

回顾走出低谷的这段过程，英雄集团总经

理夏军保认为，激发“英雄”的品牌价值是产品

得到市场认可的重要原因，“通过好的产品、好

的创意，激发品牌背后所承载的品质保证、文

化价值，才能得到消费者的欢迎。”

一批创意，焕发活力

在夏军保看来，市场对产品的认可，离不

开两个关键词：创意、文化。

“通过创意设计，让钢笔成为传统文化的

载体。”夏军保直言，这几年随着消费者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喜爱程度不断加深，“国潮”产

品备受关注。“英雄”顺势推出了一批将钢笔和

中华文化元素相结合的产品。

在外观设计上，融入中国传统龙凤、牡丹、

梅花等纹饰，借鉴书法、绘画、花丝镶嵌、苏绣

等艺术风格；在材质选择上，采用在传统文化

中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材质，如竹子、檀木、玉

石等；在故事传承上，以中国历史、传说、典故

为背景……一支钢笔，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载体。

“英雄”先后与人民文创、上海公共艺术协

同创新中心等跨界合作，联手电影《流浪地球》

《我和我的祖国》等打造合作联名钢笔，发掘年

轻一代的钢笔使用场景及关联的生活方式，受

到了年轻消费者的欢迎。

“‘英雄’已经从单一文具向复合文创发

展，不断适应消费者新需求。”夏军保说，要继

续改革创新，积极拥抱市场，提升企业竞争力

和品牌知名度，让“英雄”品牌焕发新光彩。

上海英雄金笔厂持续推动工艺创新

看一支钢笔如何承载匠心
本报记者   巨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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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4 日，2025 年春运拉开帷幕，厦门北

站人头攒动。

身着新衣、拎着年货，马明荣在检票口前

翘首以盼：“工作赚钱建新房，过去一年收获不

少。”身背双肩包、轻装上阵的柴舜耀在旅客中

格外显眼：“年货发快递，轻松把家还。”

他们，有着同一个目标——Z126 次列车。

从福建厦门到甘肃兰州，从东海之滨到西北山

塬，29 小时行程，2700 多公里的跨越，盛满收

获与期盼。

“能外出打工，也能在家门
口上班，就业门路广着呢”

满载着 1250多名旅客
一年的收获，Z126 次列车
驶向前方

1 月 14 日早上 7 时刚过，绿色的巨龙在站

台整装待发。车门一开，旅客们快步向前，卧

铺车厢顿时热闹起来。7 时 26 分，准时发车。

一坐定、打开包，掏出各类果干、零食、饮

料，邻铺之间话起了家常，“你家哪儿的？”

“甘肃临夏康乐县的，你呢？”接过瓜子，马

明荣轻声答道。

“我也康乐的，去年刚到厦门。”马学兵从上

铺探出头来，刚毕业的他还是学生模样。

“那我是老大哥了。”柴舜耀抓上一把果

干，“我甘肃白银市的，2008 年就来厦门，满打

满算 16 年了。”

“年后还回厦门吗？”马学兵问大伙儿。

“回！”马明荣声音大了不少，“我在厦门百

路达公司干抛光，每月能挣上万元。去年家里

刚建了两层钢混小楼，还得攒钱装修呢。”

“我也回，还要把爸妈带过来。”柴舜耀说，

“如今政策好，我也算是新厦门人了。”

2024 年，户籍制度改革持续推进，成为技

能人才、就职于厦门地铁的柴舜耀顺利落户。

他们一家三口申请到三室一厅的保障性租赁

住房，楼下就是幼儿园，拐弯有座小学，1 公里

外就有地铁站，每月房租只要 1260 元。

“小兄弟，你呢？”柴舜耀随口问道。

“不回了，过完年就留在临夏工作了。”马

学兵一脸神气。原来，他所在的厦门科司特公

司准备把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扶贫车间升级为

新厂区，今年正式开张，要招 600 多人，“在这

边培训完，回去当工程师，牵头干产线。”

“你这是‘管理员’呀！”

“真不错，临夏也有大企业了。”

“你们公司还招人不？我看看去。”

车厢里，大伙儿你一言我一句。马学兵乐

了，“能外出打工，也能在家门口上班，就业门

路广着呢。”

落户、安居、乐业，满载着 1250 多名旅客

一年的收获，Z126 次列车驶向前方。

“谁承想，一来就扎了根”

东西互济，1.57 万名
甘肃籍劳动者已在厦门长
期稳定就业

从依江面海的福建，奔向山大沟深的甘

肃，蔚蓝大海、巍峨山川、滚滚长江、黄土高坡，

窗外景色不断变化。

“厦门、临夏，完全是两个模样。”马学兵感

慨，康乐县平均海拔 2000 多米，一到冬季，白

桦林银装素裹、满眼雪白。

一群西北老乡，怎么会在厦门相聚？

连接两地的，除了闪亮、延伸的铁轨，还有

山海共融的东西协作新机制。

2010 年，厦门市与临夏州结对，10 余年帮

扶结出累累硕果。

马明荣回忆，当年，厦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组织大批企业到临夏州招聘，往返飞机接

送。“免费坐飞机，太诱人。”马明荣带着老婆直奔

厦门，“先试试看，实在不合适，就当旅游了。”

“谁承想，一来就扎了根。”马明荣夫妇在

同一家企业打工，公司提供夫妻房，每月只要

交水电费；食堂提供清真餐，每天有 24 元餐

补 ；每 年 回 家 ，车 票 还 能 报 销 ，两 人 越 干 越

起劲。

“我有位小老乡，初中学历，但勤学好学，

参加‘师带徒’培训后，一下成为技术能手，还

被派去国外当老师呢。”马明荣颇为羡慕。

“我前辈王桃花才厉害呢。”马学兵不甘示

弱地说起自己在临夏分厂的上级，“她 2019 年

到厦门工作，才 5 年就干到了管理岗。”

薪酬有保障、工作有关怀、提升有培训，围

绕就业，两地密切合作，帮助越来越多的人走

出临夏来到厦门。如今，1.57 万名甘肃籍劳动

者已在厦门长期稳定就业。

“再过两年，回家会更快”

家乡的味道、春节的
团圆，积蓄着新一年奋进
的力量

回家的路，团圆的路。家乡味道，最能引

起共鸣。

手抓羊肉，细嫩滑爽，不油不腻；筏子面

肠，肥而不腻，鲜嫩味美；清汤羊肉，汤鲜肉嫩

……不知何时，大伙儿聊起了家乡的美食。

“真希望快点到家啊。”柴舜耀说。

“再过两年，回家会更快。”马学兵消息灵

通：“临夏去年通了高速，火车站正在建设，等兰

州至合作铁路建成，临夏就通高铁了。”

恰逢列车长路过车厢，调侃道：“唉，到时

你们是不是就不待见我们 Z126 啦？”

“哪里哪里，对您这趟车，我们有感情。”马

学兵连忙解释。

2015 年前，厦门与兰州间没有直达列车，

旅 客 需 先 到 西 安 ，再 转 车 到 兰 州 。 2015 年 ，

Z126 次列车正式开行，在厦门的甘肃游子回

乡有了更便捷的选择。

“去 6 号车厢看看吧，那里有惊喜。”列车

长提醒道。

原来，春运首日，厦门市职业介绍服务中

心将招聘会搬上了列车。科司特、百路达、厦

门正新橡胶等临夏的“老朋友”发出新邀约。

“节前敲定用工，节后才能开工大吉。”科

司特公司负责人说。

边走边看，遇到心仪的再聊聊，不到 20 分

钟，柴舜耀手里攒了一沓资料，通讯录里多了

几名好友，“每个机会都不错过。”

“到天水了！”列车员一报站，许多人把目

光望向窗外。家乡越来越近，大伙儿讨论起来

年打算。

“蛇年，争取给家里换辆新车。”马明荣说。

“接上爸妈回厦门，第二故乡生活也甜。”

柴舜耀心里暖暖的。

“回了家，更要好好工作，让我们临夏发展

更好。”马学兵心气挺足。

1 月 15 日 12 时 26 分，行经福建、江西、湖

北、河南、陕西后，Z126 次列车抵达兰州。历

经 29 小时行程，旅客们走出车厢，清冽的空气

扑面而来。家乡的味道、春节的团圆，积蓄着

新一年奋进的力量……

1月14日春运首日，记者跟访厦门至兰州Z126次列车，倾听返乡打工者的收获与期待

29小时回乡路，2700公里山海情
本报记者   李心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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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爷爷，您讲得太好啦。

这是我的听讲笔记，我想请您

在 本 子 上 给 我 签 个 名 ，可 以

吗？”刚刚结束一上午的宣讲，

宋金和没来得及喝口水，就被

几名少先队员团团围住。

这里是位于黑龙江省佳木

斯市的日军侵华罪证陈列馆。

78 岁的宋金和，是这座陈列馆

的创办人。

18 年前，宋金和从佳木斯

市公安局退休，便全身心投入

收 集 日 军 侵 华 物 证 的 工 作 之

中，建成佳木斯市日军侵华罪

证陈列馆，并向公众免费开放。

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备战密

令“秘秘   步三旅乙第 169 号”，

全 套《满 洲 地 质 及 矿 产 分 布

图》，全套 1937 年《朝日新闻》

合订本……环顾陈列馆，一件

件日军侵华实物例证揭露了历

史真相。这些珍贵物证得以被

收集、展出，离不开宋金和的努

力和付出。

退休后，宋金和去过全国

各地许多古玩和旧货市场，只

要发现有价值的资料、物品，便

想尽办法收集起来。

一次，宋金和在外地旧货

市场发现了 1937 年出版的 12
册《朝日新闻》合订本，这是当

年日本出版的报纸，是揭露日军侵略行径的真实史料。

看到这样难得的物证，宋金和立刻来了精神，可由于每册

都有 10 多斤重，实在无法全部携带，他当时只好先挑选

了记录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等重要历史事件的几册报

纸，身背肩扛带回佳木斯。

10 年过后，为了凑齐一整套 1937 年《朝日新闻》合订

本，宋金和故地重游。当年的旧物摊大变样，成了一间间门

市房。他挨家挨户寻觅，终于找到了当年的卖家，花费 2万

元，将当年没有购买的几册《朝日新闻》合订本全部买下。

宋金和坚持每收集到一件物证，都寻找与之相关的

史料。如今，宋金和积攒了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

事变、日本投降等各个历史时期的史料、实物 200 多类、

1 万多件。

“无论是布展还是讲解，宋馆长都亲力亲为。宣讲经

常排得满满当当，最多时从早到晚有 6 场，一天下来，腿

也肿了，嗓子也哑了。有时参观者听得入迷、问得仔细，

讲解时间延长，让他错过了午饭时间，他也会饿着肚子坚

持，直到行程全部结束。”陈列馆副馆长熊津海说。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备课”，是宋金和多年来养成的

习惯。他说：“讲解不能张口就来，要用心对待每一位参

观者，时间节点不同，听众年龄段和身份不同，讲解的内

容也不同。这些都要提前做足准备，展品陈列也得随时

调整。”

宋金和的这份执着，赢得了广大参观者的钦佩。

“刚迈进陈列馆，便看到四处挂满了陈旧的物件，震

惊不已。长大后，我一定要为祖国、为人民作贡献，永远

牢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少先队员李静依说。

“走进历史、回望历史、阅读历史……我要勤勉上进，

做一名对国家有用的人。”北京大学学生徐铭说。

“保存历史之人，与历史一样宝贵。宋馆长是精神传

承者的典范。”一位东北抗日联军后代说。

如今，陈列馆已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 30 多万

人次，被确立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省级国

防教育基地、全市党员干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市离退

休干部红色党建教育基地。

除了在陈列馆讲解，宋金和还到全国各地义务举办

爱国主义教育专题讲座 1000 多场，并通过线上直播方

式，为佳木斯市中小学校 20 余万师生讲课。

“只要还能讲，我就一定要讲下去。我要把抗日战争

的历史讲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

之不易，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宋金和动情地说。

下图：宋金和在研究物证与史料。  

全
国
离
退
休
干
部
先
进
个
人
、黑
龙
江
省
佳
木
斯
市
公
安
局
退
休
干
部
宋
金
和—

—

矢
志
不
渝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本
报
记
者  

方  

圆
摄
影
报
道

新华社北京 1月 15日电   第八届中国文联知名老艺

术家艺术成就展 15 日在中国文艺家之家展览馆开幕。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文联主席铁凝出席开

幕式。

展览以“崇德尚艺、潜心耕耘”为主题，共展出 455 幅

珍贵的历史图片和画面、229 件代表性实物和 4 部专题宣

传片，旨在充分体现中国文联在党中央和优秀文艺名家

之间的桥梁作用，着力展现王朝柱、叶少兰、傅腾龙等老

一辈艺术家矢志不渝求进步、不忘初心跟党走的崇高艺

术品质，激励和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初心、弘扬正

道，勇攀艺术高峰。

本次展览由中国文联主办，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中

国文联机关服务中心承办，中国剧协、中国杂协、中国视

协、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协办。

第八届中国文联知名老艺术家艺术成就展在京举办

春节临近，湖南省永

州市冷水滩区积极开展文

化惠民系列活动，把文艺

演出送到群众家门口，丰

富群众文化生活。

图为 1 月 15 日，冷水

滩区伊塘镇长木塘村，群

众在观看祁剧表演。

雷中祥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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