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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经市里
批准，由照相机厂、
常州消防器材厂和
常州制冷设备厂组
成国集合营常州照
相机总厂。1982年，
常州照相机厂的照
相机产量突破10万
大关。一年后，红梅
牌相机发往香港外
销，常州产的照相机
开 始 进 入 国 际 市
场。与此同时，工厂
加强市场调研和售
后服务，在全国29个
省、市设立红梅牌照
相机特约技术服务
网点90个。

在这个时期，常
州照相机厂随着生
产力的发展和市场
需求机构的变化，寻
求一条投资少、收效
快的生产途径，先后
发展了 4 个分厂和
12个定点协作厂，并
形成了以专业定点
生产为特色的“一条
龙”群体协作生产。
1985年，常照厂的照
相机产量已占全国
产量的七分之一，经
济效益在全国同行
业中居领先地位。

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人民生活水平
得到提高，照相机需
求量逐年增长。常
州照相机厂从市场
调查中获悉，广大业

余摄影爱好者喜欢
价格适中、使用简
单、成像清晰、外形
美观、具有传统习惯
要求的双镜头照相
机。上世纪八十年
代初，常照厂生产出
了 红 梅 5 型 照 相
机。从1981年投产
到1985年底，常照厂
共生产红梅5型相机
15万余架。

资 料 记 载 ，到
1988年，红梅相机年
产量曾一度达到 21
万架，为全国同行业
中第一位。1990年，
红梅牌照相机在德
国科隆举办的国际
工业产品博览会上
展出。

很可惜，在日趋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常州产的照相机越
来越处于劣势，虽然
企业也为此作了很
多努力，但终于未能
上市，整个照相机厂
也渐渐衰落，最终淡
出了人们的视野。

“红梅照相机作
为一个时代的产品，
是常州优秀工业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录了过去工业发
展的轨迹和成就。
我希望大家能永远
记得它，激励后人开
创更好的未来！”吴
志成说。

常州照相机厂：
犹记红梅满树开

近年来，常州将工业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创
意经济相融合，相继建立常州百年工商档案馆和常
州大运河工业遗产展览馆。在这两个展馆里，红梅
牌照相机都被摆在了显眼的位置。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常州照相机厂生产的红梅照相机曾是爆款相
机、全国销冠。如今，该厂虽然不在了，但红梅照相
机机承载着的工业时代历史信息，值得永远铭记。

“原来兰陵路6号，就是
常州照相机总厂的所在地。
如今，老厂区已经成为天安河
滨花园小区。”今年94岁的吴
志成是常州照相机厂的老厂
长，据他介绍，目前，照相机总
厂厂区已不复存在，下面的几
个分厂中，只有位于马杭的照
相机四厂的老厂房还在。“这
个四厂建造于上世纪七十年
代末八十年代初。以前，它的
主要任务是为相机总厂生产零
部件。现在，这个分厂的老厂
区已用作生产其他产品了。”

根据《常州照相机厂志》
记载，常州照相机厂的前身是
常州消防器材厂，该器材厂建
于1952年10月份，由徐学纯
等6人合股集资筹建创办，当
时称为私营联工消防器材工
业社。原社址建在西瀛里尚
书弄，职工14人，生产设备仅
有一台皮带车床，主要制造和
维修10公升泡沫灭火机及太
平桶等简易消防器材。后经

发展和变化，该消防器材工业
社搬迁到兰陵路6号，成为常
州消防器材厂。

照相机是集光学、机械、
电子、化工于一体的综合技术
产品。1972年以前，我国工
业基础薄弱，仅有上海、北京、
天津、广州等几个城市生产照
相机，产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
的市场需求，从而出现大量进
口相机冲击国内市场的局面。

1972年，我市根据发展
需要，为填补常州照相机生产
的空白，成立了“三大件（自行
车、手表、照相机）办公室”。
当时，红梅眼镜厂先行一步，
从市医药公司照相机部购买
一架上海照相机二厂制造的
202照相机做样机，并派出30
多名工人去培训学习。与此
同时，常州消防器材厂也因灭
火机生产任务不足，新产品又
未能定型，正打算转产。后经
上级协调，常州消防器材厂和
红梅眼镜厂联合组织生产。

1973 年初，市轻工业局
成立照相机试制领导小组，拨
款20万元作试制费用，承接
上照二厂202照相机转移和
改型生产任务。7月，我市试
制出了4架样机，定型为红梅
1 型（120 系列）折叠式照相
机；10月 1日又试制成功10
架，并在常州市工业展览会上
展出。

1974年，常州照相机厂
正式生产了第一批 200 台
202照相机，填补了常州生产
照相机的空白，由此揭开了常
州市生产照相机的历史。在
历史上，“红梅阁”被当做常州
的象征。因此，常州照相机厂
把照相机命名为“红梅牌”。

吴志成回忆，常州照相机
厂在建厂初期得到了不少兄

弟单位的热情援助。除了上
海照相机二厂转让相机脱壳
产品及大部分模具，常州无线
电厂、常州柴油机厂、林业机
械厂、冶金修造厂、戚墅堰机
车车辆厂等厂参加了135塑
料相机模具会战，为试制塑料
相机生产提供了很大帮助。

1974年，市里对常州消
防器材厂进行实地调查比较，
决定在原厂改造扩建成立照
相机厂。1976年，常州市工
艺美术研究所部分职工并
入。经市轻工局批准，我市成
立全民所有制的常州照相机
一厂和集体所有制的常州照
相机二厂，并保留常州消防器
材厂厂名。经过几年发展，常
州照相机厂初步建成了拥有
照相机生产能力的工厂。

“这可是我的宝贝，现在很少见到
了。”60岁的王强收藏着几架红梅HM-
1型相机（又被称为红梅1型相机），这些
相机都是他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常州
购买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红梅1型相机
是爆款产品，曾是全国销冠。资料记载，
红梅 1 型相机自 1974 年投产至 1985
年，11年时间，共生产53.18万架，在从
南到北许多城市的百货商店里都有摆放
和直接销售，是真正“老百姓自己的相
机”，这款相机也成为常州照相机厂获利
最多的一款当家产品。

在常州照相机厂成立初期，发展遭
遇诸多困境，一度处于亏损状态。1979
年，它生产照相机两万多架，盈利28万
余元，一举摘掉了连年亏损的帽子，在全
国同行业新厂中率先扭亏为盈，被省政
府命名为“大庆式企业”。

一年后，红梅2型135塑料照相机
在全国照相机机械产品质量评比中，获
得“质量优异奖”。人民日报以《它们怎
样成了“热门货”？介绍普及型塑料相
机》为题，对常州生产的照相机进行报
道。

常州大运河工业遗产博览馆内的红梅照相机

前身是常州消防器材厂

命名“红梅牌”，标志着照相机实现
了常州地产

一个时代的产品，一个
时代的记忆

人民日报曾作介绍：
它们怎样成了“热门货”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常州照相机总厂大门

当年红梅照相机的宣传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