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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堰故事：

运河风水宝地，滋养百年工商传奇

大运河沿着延陵东路往东走，过了三号桥，再
往东约四公里这段行程，穿过整个丁堰社区，是历
史感凝重、工业遗存记忆非常明显的一段街区。

千年运河，生生不息，流淌至今。历史上，这
里曾有过十里长窑，现在，这里有百年老厂大明厂
（大明纱厂）、戚电厂（戚墅堰电厂，现为江苏华电
戚墅堰发电有限公司，简称戚电公司）。南依大运
河，这里流淌着不一样的丁堰故事。

大明100年历史工业展览馆，展示百年沧桑巨变和发展愿景。

美丽的徐窑村

徐窑村南侧的大运河，以及运河上的无名老桥。

运河边，戚电厂的冷却塔成网红打卡地。

曾经这里有十里长窑，是窑
工定居的村落

“我们社区比较新，但辖区范围内的几个村，都
有较长历史了，而且几个村大多靠着运河。”常州经
开区丁堰街道丁堰社区党总支书记唐峰介绍，丁堰
社区成立于2019年，是丁堰街道首个撤村建居试点
社区。目前，该社区包含马过头村、丁庄村、徐窑
村、湾城村、冯家村、刘家塘、沈庄村等。这些村中，
徐窑村距离运河最近，和运河的渊源也最深。在延
陵东路，靠近徐窑村，还有一个徐窑公交站台。

据《丁堰地方志》记载，明代初年，徐窑村一带
已经十分繁荣，沿运河建有十里长窑，烧制砖瓦。因
为窑主窑工聚集在这里，慢慢地，这里就形成窑主窑
工定居村落。因村民以徐姓为主，故名“徐窑村”。

今年74岁的徐瑞清是常州文史专家，他的老家
就在徐窑村。但徐窑的窑什么时候消失的，已经不
可考了。生于斯长于斯，他对徐窑村和运河有着深厚
的感情。

“儿时在运河边，看帆樯蔽日、舟楫云集，听轮船
嘟嘟、艄公号子，任凭岁月悠悠，时光流淌，始终难以
磨灭，未能相忘。”据徐瑞清回忆，解放初期，徐窑村附
近运河两岸有不少工厂——上溯水门桥通吴门外，
有大成二厂、大成三厂，以及利生、裕民、华昌布厂；下
游有常州制药厂、大明纱厂、戚电厂、戚墅堰机厂等。

运河带动工业的发展、集镇
的聚集，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运河便利了工厂发展，工业为村民提供了就
业。徐瑞清儿时，他姑父和村里一些人在戚机厂务
工，姑姑和隔壁邻居的阿姨则是大成三厂纺织女工。
至今，丁堰社区不少人还在附近的几个工厂上班。

运河也方便了客运。小时候，每逢春节，徐瑞
清和全家人都会到武进遥观的塘桥镇小住几天。

“我们先得坐车进到城里，在运河边一个轮船
码头，搭乘客船去塘桥，上岸再步行一段路就到
了。当年妈妈在上海工作时，有一位亲如姐妹的闺
密，就在那里。我们一般都住在她家。”

工业的发展、集镇的聚集，带来了商机。徐瑞清
记得，小时候爸爸妈妈常常半夜起早，摸黑采摘地里
的各种蔬菜。那些蔬菜鲜嫩葱郁，再经过精心整理，
一把把、一圈圈、一层层，齐刷刷地被摆放在苗篮里。

天刚蒙蒙亮，爸爸就用扁担挑着菜，沿着大运
河边的马路走几公里，去大明纱厂南洋街或者戚墅
堰机厂运河边的煤屎滩（今机厂街）集市摆摊叫卖。

“运河之水滋润了我们的生活，运河文化也赋
予了我们的灵气。我们这一代兄弟姐妹四人，全部
成为大学毕业生，其中一位清华大学，两位南京大
学，在徐窑村一带传为佳话。”徐瑞清说。

“西门进棉花，东门出棉纱”，
大明厂财源沿着运河滚滚而来

在丁堰社区辖区，有两个百年老厂，一个是大
明纱厂，另外一个是戚电厂。

作为常武工业文明发展的原点，“大明厂”在老
常州人眼里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近百年来，虽然数
度改名，但人们还是习惯称其为“大明厂”。

大明纱厂的前身为利民纱厂，1921年创建，是
常州最早的机器织布厂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后
期，大明厂开始做床上用品，“象船牌”踏花被在常
州一度家喻户晓。

原大明厂职工、现常州天虹纺织有限公司人事
行政部负责人沈桥庆介绍，一直以来，大明厂都有
两个门，曾有“西门进棉花，东门出棉纱”的说法。

“因毗邻大运河，当时主要靠运河边的港口完
成运输。”沈桥庆说，当时运河边的纺织厂很多，刘
国钧选择这里办厂，是因为风水好、交通便利。

“这里是风水宝地，工厂面对大运河，寓意着财
源滚滚来，加上地势高且平坦，不会遭遇水灾。而
事实上，在老员工们的印象里，常州历次下大雨，但
工厂从未被雨水、河水淹过。”沈桥庆说，近年来，大
明厂被打造成了“天虹大明1921创意园”，2020年
被工信部列入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2021年创
成江苏省级工业旅游区。

百年老厂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和运河文化交
相辉映，焕发出新的活力。

“红色文化+工业旅游”，戚
电公司跑出文旅融合加速度

2021年，常州经开区大运河红色工业旅游线成
功入选省“运河百景”。除了大明厂，丁堰社区辖区
内还有戚电厂也被列入该旅游线路。

上世纪初，中国电气机械制造工业被列强垄
断。1921年，杨廷栋、施肇曾等一批有志之士不畏
时局艰难，几经周折，选定上海与南京之间的戚墅
堰镇，大运河边，创办了名为“震华”的电厂，成为当
时全国八大电厂之一。

戚电公司党建工作部副主任陈一峰介绍说，近
年来，戚电公司“红色文化+工业旅游”跑出了文旅
融合加速度。从京杭大运河畔的梧桐大道步入戚
电公司厂区，假山花园、绿树成荫，满目葱绿，整洁
平整的柏油马路像一条飘带，串联起路两旁的厂房
与生态区。

2023年，戚电厂入选首批“江苏省省级工业遗
产名单”。

“这几年的厂区环境不断提升，有小桥流水，也
有绿树成荫，与‘网红’冷却塔相映成趣。我们在工
作之余走在厂区，真是赏心悦目。”陈一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