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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常州第四木器厂和常州卫东五
金厂合并成立了常州家电五厂，作为常州家
电总厂的分厂。焦富成是企业的中坚力量，
本来被安排去做五厂办公室主任，却阴差阳
错成了协作配套科科长，管理全厂采购和销
售工作。

家电五厂主营业务是洗衣机的程控器，
时兴的“小天鹅”、“水仙”、“广州五洋”、“青岛
海尔”等品牌家电，用的都是他们的产品。“当
时，除了日本进口的产品，全国最硬的牌子就
数我们了。‘小天鹅’的订单就是我签下来
的。”虽然是 30 年前的事了，但每次谈起，焦
富成仍然很激动。在他看来，如果没有这样
一段工作经历，那么在他之后的创业经历中，
很有可能会多走弯路。

1996 年，焦富成毅然请命，承包了厂里
的电机车间，让他成为了创业大潮中的弄潮
儿。

1996 年底，家电五厂要求焦富成搬离。
搬迁后，经过一系列市场调查，焦富成决定进
入电动工具行业，并自主研发、生产经营电动
工具及园林工具，很快打开了美国市场。

2000 年，常州家电五厂转制成为常州合
力电器有限公司。3 年后，由于市场不景气，
合力电器外债高达数千万元。股东会上，焦
富成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收购股份，接下这个

“烫手山芋”。就这样，焦富成回到了合力，成
为该公司的负责人。

“公司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一天天精心
培育，让它茁壮成长。而我在获得成就感的
同时，肩上也背负了更多的责任。”焦富成坦
言。目前，合力电器的年生产力达到 130 万
台，其中手持式工具 100 万台、园林工具 30
万台；近10年来，销售额稳定在2亿元左右。

“我从常州家电总厂走来，现在的公司也
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未来，我会继续
保护好公司内和老厂有关的工业遗存，为老
厂留下一抹‘工业乡愁’！”焦富成说。

常州家用电器总厂——

“一台风扇62.6元，
江苏省内最牛！”

今年下半年，菱溪公园（翠园）开园，
常州市又增添了一个网红打卡地，不少市
民慕名前去游玩。老一辈的常州人应该
会记得，此前，在这个公园地块上曾有过
常州知名老厂——常州家用电器总厂（以
下简称常州家电总厂）。在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常州家电总厂及几个分厂很火，其
生产的电风扇和洗衣机都要排队买。

“菱溪公园开园后，我去过好几次。每次
去，脑海里都会浮现出老厂的那些人那些事。”
今年 65 岁的焦富成曾是常州家电总厂的员
工，后来成为常州家电五厂的负责人，现在是
合力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力电器）的老
总。“以前，常州家电总厂就在菱溪公园地块，
这里除了这个厂，还有五交化的库房等。”

其实，除了菱溪公园，常州还有好几处和
常州家电总厂有关的地方。“总厂还有几个分
厂，一厂在花园新村附近，二厂在清凉新村附
近，三厂在勤业桥下，四厂在青山桥附近，五厂
在戚墅堰。”

焦富成说，现在关于常州家电总厂及几个
分厂（统称常州家电厂）的工业遗存很少了，这
些遗存大部分在他的公司内。比如这里还保
留着建造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水塔和老厂
房，后来，这里改制后成为他自己的公司，水塔
和老厂房就不使用了。

据焦富成介绍，现在总厂和几个分厂中，
除了五厂改制后以合力电器的形式存在，其他
老厂都不存在了。即使合力电器，生产的产品
也和以前不一样了，没有了洗衣机和电风扇，
有的只是用于出口的电机和园林工具等。

所以，每次去菱溪公园游玩和路过那些老
厂旧址附近时，他的心中都充满了回忆。“毕
竟，自己最美好的青春都留在了常州家电厂。”

焦富成是在 1977 年高
中毕业后，来到白家桥附近
的常州家电总厂上班的，在
他印象中，当时这个厂就已
在常州乃至全省有了名气。

“我刚进厂的时候厂子
还不是特别大，只有百来号
人。我们那一批进厂的有
30 多 人 ，从 那 以 后 的 几 年
里，厂里招的人逐渐增多。
没几年，厂里员工就增加到
好几百人，成为常州较大的
工厂之一。”

焦富成进厂上班时，厂

里已经开始生产电风扇。他
听老同事讲，该厂最初由一
家猪鬃厂和电器厂合并成
立。“一开始，产品比较单一，
主要是电风扇，后来才又增
加了洗衣机等电器。”

令他印象最深的是，那
时候，机械设备匮乏，电风扇
的生产基本是靠手工，全厂
平均每月生产电风扇才几百
台。在当时，电风扇是稀罕
物，如果谁家有一台电风扇，
那可是非常值得炫耀的事
情。

时隔多年，在焦富成的
脑海里，一直浮现着一位老
领导经常讲的一句话：“一台
风 扇 62.6 元 ，江 苏 省 内 最
牛！”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
年代初，焦富成每月工资只
有二十多元，厂里资深老师
傅的工资也只有三十多元。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想不到，
那时候的电风扇绝对是一件
奢侈品。”

焦富成工作几年后，生
意越来越火爆，厂里便开始
增加机械设备，生产效率大
大提高。上世纪八十年代
初，常州家电总厂的电风扇
年产量开始超过一万台，厂
里还组织员工敲锣打鼓去市
政府报喜。

历史上，常州家电厂的
电风扇有过两个品牌，红梅

牌电风扇和南极牌电风扇，
包含了台式、吊式、立式等，
除了电风扇，该厂还生产排
风扇。

谈起洗衣机，当时生产
的飞牌洗衣机在市场上也非
常火。“洗衣机是上世纪八十
年代初开始生产的，三百多
元一台，但也不是你想买就
能买得到，计划经济时代，除
了 要 有 钱 ，还 需 要 凭 票 才
行。”

那时候，厂里每天都排
满了来买电器的人和车。“现
在，为了把东西卖出去，可能
要请别人吃饭；以前我们卖
电 器 ，都 是 别 人 请 我 们 吃
饭。”焦富成回忆说，“当时，
我们的电器在江苏省都是最
牛的。我们的产品销往全国
十几个省市，最远的，还销往
贵州等较远的省份。”

继续守护那一抹“工业乡愁”

那时候，这里排满了来买家电的人和车

一开始，电风扇都是手工打造的，
月产只有几百台

他和同事们把青春都留
在了这里

常州家电总厂生产的红梅牌电风扇

原来的常州家电五厂变成了合力电器

常州家电总厂的宣传图册

常州家电五厂老水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