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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卉平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毛纺

织产业，一路辉煌走过，进入 80 年代中

期，羊绒产业势头初起时，盘踞于呼和

浩特市诺和木勒大街的毛纺集团军没

有闻风而起吗？任志明告诉记者，行动

很快。

内蒙古第二毛纺织厂（原呼和浩特

市第二毛纺织厂）利用生产能力 15000

锭的规模，大胆从意大利引进 4800 锭

的羊绒生产设备，无论从决策还是行动

上，都是万锭大厂的魄力之举，而那种

设备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一毛也是从

意大利引进了生产羊绒的设备，只不过

是 1200锭的规模。

任志明的记忆里，80 年代末，正

是内蒙古毛纺业的鼎盛时期，内蒙

古自治区的毛纺织工业是全国纺织

业的领军者，是全区的利税大户。以二

毛为例：职工近 5000，规模 15000 万

锭，年产精纺织品 4000000 米。一毛的

“群羊”、“山丹”，二毛的“金羊”、“仕

奇”，三毛的“荣冠”等著名品牌誉满神

州大地，产品远销 30多个国家地区。唱

响自治区的毛纺织品牌，呼市纺织局，

内蒙古轻工业厅，为了巩固和发展民族

工业，开始在全国实施毛纺品牌广告战

略。

内蒙古第一毛纺织厂从 1956 年

到 1986 年建厂三十年来，曾荣获市级、

自治区级、全国级各种集体奖项 100 余

件次，其中百分之八十是改革开放后

(1980 年—1986)五年中荣获的。曾荣获

“中纺部红旗单位”“自治区先进标兵企

业”“全国纺织职教先进单位”“全国大

庆式先进企业”称号，其粗绒甲班细纱

小组 1984 年曾荣获“全国纺织工业劳

动模范先进集体”称号。为了满足全国

市场的需求，企业不断更新设备，任志

明告诉记者，当时，在那些雄伟、高大的

现代化机车前，工人显得很微小。为了

完成工厂给她们下达的目标，一个个上

完夜班的女工，像刚下火线的战士一

样，眼圈发黑，心身疲惫…… 她们与战

士不同的是，这样的战斗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

企业从计划经济迅速转向市场经

济，为满足广大消费者对新产品的需

求，企业对旧体制进行改革，设立了产

品技术部、开发部、广告部、信息部、市

场部等。重用技术人才，十年中开发、研

制出数以千计的花色新品种，上市后受

到全国消费者的青徕，使毛纺业重振雄

风。原内蒙古第一毛纺织厂，以曹兰高

级工程师为首的新产品开发办的工程

技术人员，加班加点研制成功国内最新

产品稀土防蛀绒线。

内蒙古第一、二、三、四、五、六等毛

纺织厂的著名品牌畅销全国各地，毛纺

制品集团军作战。产品研讨会、展示会、

从东北哈尔滨展至中国深圳广交会，优

质品牌红遍祖国大江南北。任志明曾应

邀带领内蒙古自治区轻工、纺织产品展

览组参加了“东北全国品牌展”、“西北

全国名牌展”、北京农展馆“全国服装

展”、北京民族宫“全国民族品牌展”、北

京展览馆“全国名优产品展”、天津展览

馆“全国名牌展”、广州“中国进出口商

品交易会展”等百余个大中型产品展览

会的设计布展工作。自治区轻工业厅为

了在全国大力培育营造内蒙古的民族

品牌，从各企业抽调美工人员组建了布

展队，任志明负责策展的总体设计师，

设计人员有：华孚君、王祟伟、马文虎、

郭显祖、梁英芹、周永淸、郝俊林等。十

年来，他们为宣传我区名优品牌做出

了重要贡献。90 年代初，仍然是内

蒙古毛纺集团的鼎盛时期。四十多

年来，集团仍保持首府地区的龙头

企业、支柱产业和利税大户。当时的

诺和木勒大街，内蒙古三毛门前悬挂的

荣誉牌匾是三毛的骄傲，也是整个诺和

木勒街的骄傲。

随着国内市场的需求，内蒙古一

毛，数以千计的新产品花色上市，传统

的牛皮纸、塑料袋包装已不适应市场销

售，厂市场部设计组人员经过市场调

研，在全区率先设计出一套团绒及羊绒

衫高档系列包装品。各种包装曾荣获自

治区包装“金奖”及中国华北地区包装

设计大赛“铜奖”，产品连续三年荣获全

国畅销商品“金桥奖”。至此，“山丹”产

品的声誉如雷贯耳，名震天下，曾经超

过当时英国的蜜蜂牌绒线。因该产品率

先由原来的“实用型”转为社会时尚的

“礼品型”，使新的绒线产品在全国市场

供不应求。产品最紧俏时顾客还得托门

路找领导批条子。

1992 年，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布

赫陪同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

来厂视察，李瑞环捧着一个新设计的团

绒线包装盒，连声称赞：“毛线换成新包

装，是个创新，很好！”

在任志明的记录资料中，关于诺和

木勒大街，珍贵的资料还有，胡锦涛、朱

镕基、李瑞环、贺龙、罗荣桓、聂荣臻、罗

瑞卿、布赫、吴学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和国家领导人都曾走过这条草

原毛纺大街。

在山丹小区，一个“纺织情老年自

助会”引起记者的注意。

任志明告诉记者，毛纺老工人们

面对一些实际困难，继续发扬艰苦奋

斗的精神，她们在自己的家中自发组

织起“纺织情老人志愿者互助会”。以

残疾老工人陈秀英为首的组委会骨干

人员，经常聚在一起研究讨论如何做

好对失能困难老工人的帮扶问题。为

了不给政府增加负担，她们创办的“互

助式养老”活动开展后，参加活动的老

人越来越多，陈秀英的家中已容纳不

了更多的老人，在山丹小区业主委员

会的支持下，她们在社区的一个破旧

自行车棚里生火取暖为老工人开展活

动。老人自己动手拾柴禾、劈柴，自掏

腰包买煤炭取暖，“互助会”办得热火

朝天。为了解决失能老人的做饭难、吃

饭难问题，她们在车棚里建起了“老人

饭桌”。做饭中充分体现“互助”二字，

年岁小的干重活，年岁大的干轻活，共

同照顾好年长和有病的老人。“老人饭

桌”实行 AA 制，每人每餐只付五元

钱。由于参加的人多，场地受限，2016

年 5 月，她们终于在山丹小区内自费

租到了半个不足五十平米的车棚子，

租金每年四千元，她们用废纸、浆糊进

行“装修”，捅开窗户安了门，老人们把

自家的桌椅板凳捐助出来，老年“互相

会”扩大了。可敬的是，老年“互助会”

的大多数新成员也加入了志愿者队

伍，参加扶老济困活动。在解决自身养

老问题的同时，还去参加帮助其他弱

势群体的公益活动。

老工人志愿者们，自费下到内蒙

古四子王旗的贫困农牧区慰问那里的

农牧民贫困空巢老人。自己的生活好

了，不能忘记还没有脱贫的农村老人，

工人老姐妹关心农民老姐妹，她们为

农村老人把自己崭新的毛衣、毛衫、毛

裤、羊绒衫、毛料捐献出来，亲自送到

贫困山区的老人手中。毛纺老人“互助

会”的老工人，为 70 岁、80岁的农村老

人编织了绒线防寒帽。老年志愿者们

自费租车来到 200 公里外的清水河老

牛坡村、口子上村，亲自给村里的老人

发放衣物等日用品。老工人志愿者们，

来到农村革命老区参观来到呼市清水

河县农村革命老区，在呼和浩特农村

第一个党支部老牛坡村，听韩支书给

大家讲村史、党史。与此同时，她们用

山丹毛线，亲手为呼市公交车司机，编

织汽车挡杆上的扶手套。看着一批批

五颜六色的成品织好后，一种成就感、

满足感、幸福感表现在毎个老工人的

脸上，仿佛又回到了那些加班加点在

车间生产大批毛纺制品的岁月。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时代铸就的

“工匠精神”在今天依然润物细无声。

而这一切，任志明也是组织者和参与

者。

1956 年至今，关于诺和木勒大街，

关于鄂尔多斯大街，关于毛纺人的过

去和现在，所幸，都在任志明的镜头

里，记忆里，心里。

任志明，这位经历丰富的老人，正

是因为有着多样工作工种和学习的经

历，才成为一个“工匠精神”引领下，视

野和行动都精准的老毛纺人。任志明

的求学史有 1963 年在内蒙古毛纺红

专大学染织专业学习，1974 在内蒙古

师范学院美术专业学习 ，1986 在中国

摄影函授学院摄影专业学习，1988 在

市管理干部学院 经济专业学习，1989

在 中国广告函授学院 广告专业学习

等等。

任志明对内蒙古毛纺业的贡献大

大小小，其中设计完成内蒙古著名绒

线“山丹”、“飞锭”等 6枚品牌。围绕 40

多年的纺织生涯，获奖无数，只举一

例：1989 荣获中国纺织部“边疆纺织工

作三十年贡献奖”。期间，尤其是退休

后，其致力于“用镜头改变和影响社

会”，是社会和社区的积极活动热心人

士和组织者，折射出内蒙古一代纺织

人从诺和木勒纺织大街的原生地始

起，将“咱们工人有力量”的豪情和“工

匠精神”传承延伸到时代与社会中。由

他发起组织的一些关注社会的活动依

然是社会发展中的正能量符号，如关

爱农村和城市空巢老人的活动，拯救

母亲河采访万里黄河绘制黄河百米长

卷活动等等，这些活动都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2001 年 12 月 28 日，“万里黄

河绘制黄河百米长卷”国画长卷创作

完成，首展式在内蒙古美术馆隆重举

行，内蒙古自治区与呼和浩特市的领

导出席。万里黄河绘制黄河百米长卷

活动的团长燕亮和副团长任志明等接

受央视主持人白岩松的专题采访，另

外，就关爱空巢老人活动，凤凰卫视鲁豫

等其他媒体记者也多次采访任志明。

内蒙古自治区70周年大庆之际，由任

志明著及摄影的《呼和浩特古建民宅·

玉泉藏珍集》正式出版，这是任志明多

年的心愿，而书籍本身，是对历史和历

史中蕴藏的物质文化遗产的礼敬。

值得一提的是，1997 年，内蒙古一

毛这座现代化毛纺织厂破产后，被内

蒙古金宇集团兼并。企业虽倒闭，但可

喜的是，这座价值连城，高大宏伟的锯

齿形大厂房至今仍然健在。如今，她很

自然地成了囯家的工业非物质文化遗

产。任志明说，感谢内蒙古金宇集团，

二十多年来，为维护和保存这座国家

唯一的一座大型“毛纺建筑博物馆”遗

址所做出的贡献。当然，曾经的诺和木

勒大街 3号已经变更为呼和浩特赛罕

区鄂尔多斯大街 26号。

在山丹小区，任志明带记者看了

一块属于小区的碑文———“群羊”雕塑

碑文：“群羊”即内蒙古第一毛纺织厂

群羊品牌的原本雕塑体。半个世纪以

来，群羊牌绒线产品曾畅销全国及

欧亚多国并成为国际化著名商标。

“群羊”曾坐落于原诺和木勒大街 3

号，内蒙古第一毛纺织厂楼前广场，于

1998 年迁于此地。“群羊”凝聚着诺和

木勒万名毛纺人的心血，是个被实现了的

梦。“群羊”永存，“山丹”永存，诺和木

勒精神永恒！雕塑设计：任志明、潘得

月。

诺和木勒40多年不辱使命

“工匠精神”之桑榆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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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40 世纪末，一峰骆驼将 4

岁多的任志明从山西省原平驮到了内

蒙古呼和浩特，他和他的亲人们是走西

口大军里的几个身影。

在毛纺厂，任志明的第一份工作就

是洗羊毛。他就职的原呼和浩特市新建

毛纺织厂（后内蒙古第一毛纺织厂）就

是解放后新中国第一家现代化毛纺织

企业。1956 年 3月，一毛开始筹备建厂

投产。当时一毛的产品主要定位在生产

长毛绒即栽绒上，此外还有绒线。长毛

绒是一种特种羊毛，本名其实叫西宁

毛，是青海省本土羊的毛，防寒好，弹性

大，因为纤体粗，能立起来，所以制品轻

薄，大量出口东欧及东南亚国家。任志

明告诉记者，当时的栽绒领子和栽绒帽

子是五六十年代最时尚的衣物，也是一

个时间段人们在棉袄、棉裤之外的羡慕

的奢侈品。而绒线主要供应国内市场。

一毛，无论在当时国家经济建设和

发展，还是人民温饱保障方面，都起到

了产业发展、产业保障的重要作用。随

后，内蒙古第二毛纺织厂（二毛）、第三

毛纺织厂（三毛）、毛条厂、化纤厂、呼和

浩特市地毯厂等相继诞生。任志明说，

除呼和浩特市这些毛纺织厂外，当然从

产业格局、产业保障等上讲，内蒙古包

头棉纺厂、内蒙古包头钢铁厂都是产业

布局及发展的综合需要。

寻访诺和木勒：
草原丝绸之路桥头堡记忆与依然坚守的“工匠精神”

诺和木勒，草原毛纺大街。那是怎样的一条街，曾让多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国家领导人都
挂记在心，亲临视察？

毛纺老人“互助会”的老工人，为 70 岁、80 岁的农

村老人编织的部分绒线防寒帽 任志明 摄

现在的鄂尔多斯大街街景 卉平 摄

原诺和木勒大街上最后一座场门

被拆除 任志明 摄

老照片，上图为呼和浩特北京南华

联旧址：原内蒙古一毛；下图为北京华联

在呼落户，图为开业庆典 任志明 摄

诺和木勒大街的毛纺产业，诺和木

勒的毛纺人，40多年来，为共和国数以

百万的解放军子弟兵提供了军服，为保

卫祖国的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诺和木

勒毛纺人和全国的纺织工人一起，为数

以亿计的国民解决了穿衣问题，为保障

10 亿国人的温饱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至上世纪

90 年代末，国企开始走下坡路。由于市

场管理混乱，不法商贩盛行，滋生出不

少无资质的非法个体私营作坊，他们盗

用毛纺名牌，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形成

羊毛大战，更奇怪的是，盛产羊毛、羊绒

的内蒙古大草原，原料市场却转移到了

河北省的一些乡镇地下市场。黑市猖

獗，羊毛掺沙，形成原料大战，给大型国

企造成巨大冲击。在此环境下，按照政

府战略调整总体规划和具体要求下，各

大企业实施“破产重组”。随着这一政策

的岀台，于是，破产、兼并、收购、重组、

承包、租凭已成大势所趋。

为解决职工的工资问题，企业无

奈，只好动员全员职工上街推销毛纺产

品。1997 年 12 月 10日，内蒙古第一毛

纺织厂被呼和浩特中级人民法院宣判

破产。

1998 始，内蒙古二毛、三毛、四毛、

五毛、六毛、毛条等企业相继破产，毛纺

集团宣告解散 。内蒙古一毛被内蒙古

金宇集团兼并；二毛被仕奇集团兼并；

三毛被中服集团兼并；四毛被铁骑集团

兼并。那个时候，甚至现在，站在诺和

木勒大街，或者就是如常地走过，即使

不刻意去想，和许许多多的毛纺人一

样，任志明清楚地记得半个世纪以来，

内蒙古的毛纺产品一毛的毛线、二毛的

精纺华达呢、三毛的粗纺呢绒、四毛的

花色毛毯就是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向

国内外的。这是他们一代人自豪和温馨

的回忆。而这一切是一条街的记忆，是

一个城市的记忆，是关于草原丝绸贸易

之路的记忆，是国家记忆。

老工人们回家后，仍然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为解决子女们的生活问题忙

碌着。”图为提前退休的先进生产者工人桑德俊同志，在诺和木勒大街上摆地摊卖

眼镜挣钱贴补家用(1999 年) 任志明 摄

老师傅给徒弟手把手传授纺纱技术（1957 年）任志明 摄

图为位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原诺和木勒大街 任志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