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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烟品牌的信念，和作业流程中每
一个环节的严谨认真，还有流水作业中
每个工人的谨小慎微分不开。正是他们
在枯燥重复的操作中坚持与坚守，才让
云烟的品质数十年来做到守正出奇。

初见张瑾，她刚从工作岗位上下来，
白色帽子和棕色工装底下，是一张稚嫩的
脸和纤细的身体。一个月前，22岁的张
瑾刚刚来到生产二部，就像4年前的郭倩
含一般，她也在保养班里负责流水线上机
器的外观、地面区域的清洁、保养工作。

在进厂之前，前辈们叮嘱她一定要
适应大学生到企业工人的转变，对此，张
瑾深有体会。机器、地面的保养工作必
须在生产之前完成，张瑾每天早上6点
就要准时到岗。生产一线是“一个萝卜
一个坑”，保养班的工作，对自律性要求
非常高，很多细节，别人检查不到，但自
己一定要想到。

在保养班，每天都重复着相同的工
作，有些许枯燥，但张瑾发现，师傅们总
能在单一的工作中坚持。

烟丝房有一位“永动机”师傅，今年已
经50多岁，张瑾跟着他干活时，发现他

永远带着微笑，做什么都很卖力，不管是
不是自己负责的区域，只要看见污渍就
会去清理，永远是车间里最后一个收工
的人。张瑾说起来时有些惭愧，作为一
个20多岁的年轻人，每天站着打扫、清
理，居然会比50岁的老师傅还要疲惫。

工作整整一个月时，生产车间的主
任把新人们召集起来，询问有没有发现
问题，“当时我们7个人都蒙了，好像自
己只是一头扎进去，想着怎么去保养、打
扫卫生，根本没有发现车间存在的问
题。”又一次，张瑾惭愧得低下了头。在
保养班，学习沉下心来打扫是必须的，但
更深层的目的，是让新人们接触整个生
产流水线，了解整个生产车间。

再次回到工作岗位，张瑾便会趁着休
息走一走、逛一逛，和师傅们聊一聊，师傅
们也十分乐于施教。“生产线、车间流程、
制丝工艺都不是完美的，只有一点点发
现，再去改进它，我们的厂、我们的企业才
会越来越好，”这也是张瑾短期的小目标
和动力，希望自己能发现一些小小的问
题，做出小小的改进，做出小小的贡献。

张瑾入职观看宣传片时，诞生于

1922年，承载着实业救国、家国情怀的
大重九在她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
缘的是，她现在负责清理、保养的A线烟
丝，就是用来生产大重九等高档香烟的；
有缘的是，这些坚守着岗位的师傅，在她
的心里，就像一包大重九，历久弥新，散
发着永恒的魅力。

“保养工作看起来是最没有技术含
量的，但实际上对它整个生产线的影响
非常大，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着品牌的质
量和设备的寿命，”张瑾对自己的工作
充满了自豪感。经典品牌大重九已经
诞生97年，在目前的工作岗位上，她想
做好每一个细节，让大重九延续着属于
它的辉煌。

两代人与“云烟”的故事还在延续，
一个品牌从诞生、延续、发展，进而获得
成功，背后是无数红云红河人，日复一
日，为此付出的青春，挥洒的汗水。

如今的“云烟”，集各种荣誉于一身，
成为红云红河集团的当家品牌。但对一
个经典品牌而言，对于红云红河集团而
言，为了“云烟”美好的未来，红云红河人
还在努力开拓和拼搏！

16岁的张爱辉进入烟叶复烤厂，起初她并不知道自己的职责是什么，随后
便伴着失望知道了——背烟包的装卸工。烟叶运送过来，经过检验和称
重，“张爱辉”们便把烟包扛到15层楼梯上的烟堆里。

烟叶堆放好了，需要汽车来运走，这份工作和张湘玲分不开。她是当时烟
叶复烤厂运输组修理班唯一的女生，也是修理班的班长，当运输烟叶的汽
车发生故障时，由她安排修理工修理。

外婆的父亲爱抽铁罐包装的红山茶，外婆给铁罐装满纽扣，就是郭倩含小
时候的玩具。长大以后，她在红云红河集团昆明卷烟厂生产二部统管库区
物流，将烟丝送到生产三部。不同的烟丝，包装成云烟品牌的不同系列。

一个月前，张瑾刚刚来到生产二部。入职观看宣传片时，诞生于1922年，
承载着实业救国、家国情怀的大重九在她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第
一个岗位，便是在生产二部的保养班里负责A线机器、地面的清洁保养工
作。而A线的烟丝，就是用来生产大重九等高档香烟的。

张爱辉和张湘玲已经从昆明卷烟厂退休了，但郭倩含和张瑾还算是“初来
乍到”。虽然两代人没有在车间里相遇，虽然四个画面看似永不重叠，但云
烟品牌大家族里的大重九、软珍、紫云烟，像家一样的红云红河集团，把她
们紧紧联系在一起，见证着她们和“云烟”不得不说的动人情缘。

云烟品牌的市场影响力，从构建当
时最先进的快速运输队夜以继日的忙碌
中可见一斑。

白天最忙碌的是驾驶员和汽车，运输
原料、运输材料、运输成品乃至把产品运
到了全国多个地方，让众多国人能够品味
来自云南的味道；晚上汽车休息了，维修
保障人员还在忙碌着，忙着给汽车维修保
养，让它们能在第二天更好地工作。

“毫不夸张地说，一辆汽车，我可以
全部抖散，再全部修起来。”道奇车、吉姆
车、解放牌……72岁的张湘玲说起自己
修理过的汽车如数家珍。车子进场后由
检验员检验开单，张湘玲就会安排修理
工开工，而修理工们修不好的故障，她就
撸撸袖子，自己上场。

烟叶由原料仓储车间收进来、码起
来，就要用车辆拉到复烤车间；如果要

运往省外，则要拉到凉亭去。那时候，
全国各地都在采购云南烟草，工人们往
往要加夜班。这还不够，修理工也要参
加到运输中去。这份工作的辛苦，张湘
玲描述起来特别直观，“把烟包背到闷
罐车里，落下时，石灰‘膨’地冒起来，扑
得背烟包的工人一头一脸都是。”

张湘玲的丈夫是复烤厂运输科的科
长，开着大公交车，不仅负责接送大家上
下班，还得掌握车队的情况，“没有烟了
他要去拉，没有司机他就顶上。”

烟叶的快速运输，是高效生产烟支
的基础，而成品烟的快速运输，也让更多
地域的更多消费者，认识、喜爱上了来自
云南的云烟品牌。

张湘玲最记得，复烤厂刚并入昆明
卷烟厂时，龙泉路下雨是“水泥路”，天晴
是“扬灰路”，一边是厂，一边是一望无际

的稻田。晚上下班后，同事张爱辉胆子
大，骑着单车冲回家里。她则胆子很小，

“天黑了不敢出门”。
最大的变化始于上世纪90年代，做

为汽车修理工，张湘玲从交通的变化感
受到了云烟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运输科
的车队里，培养了50多名驾驶员，其中
还有3名女生；交通车贯穿东、西、中三
线，不少员工把孩子送上交通车便安心
去上班；烟草大道和红云路修起来了，
交通的便利，昆明卷烟厂的兴旺带动许
多楼盘、公司入驻北市区，高楼取代了
稻田，热闹也取代了寂寥。

对于张湘玲来说，最自豪的莫过于自
己“一家三代人都在昆明卷烟厂，一家三
代人都和机械打着交道”。虽然她已经退
休了，但自己的女儿、儿子，仍然在红云红
河集团里，成长着、奉献着、感受着。

云烟品牌的影响力，是一代代烟草
人用心打造成的一块金字招牌，这块熠
熠生辉的招牌，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济济
人才涌向这里，希望能为这块招牌“添
砖加瓦”助力。

退休前，张爱辉在昆明卷烟厂老厂
工作，退休后，她到新厂区参观，巨大的
变化令她十分惊讶，“太漂亮了，今非昔
比！没有在这个新厂区工作过很遗憾。”
她感慨地说。

2015 年，郭倩含来到张爱辉眼中
“今非昔比”的新厂区，刚进厂，郭倩含是
骄傲的、自豪的，在外人眼中，“烟草人”
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

但这份骄傲，很快变成了迷茫和低
落。进入昆明卷烟厂生产二部的她，得
从最基础的保养工作做起，提着抹布，
拿着小铲子，对线上的机器、地面进行
保养。工作分为“三大班”，一个班从夜
里到早上8点，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到
了白天，又是睡睡醒醒，光是倒时差，郭
倩含就花了整整一年，“那一年掉了很
多头发，自己读研究生出来怎么会这么
遭罪？”郭倩含想，那时，她还尚存几分
计算机系研究生的“傲气”。

从保养小分组出来后，郭倩含到了

丝库库区守风送振盘，每天提着扫把、撮
箕，把落料口底下除杂的小桶“出死力”
拧下来，再拧上去，她觉得委屈、觉得迷
茫，一个研究生在昆明卷烟厂，似乎并没
有“用武之地”。

与她一起工作的还有一位老师傅，
老师傅很快发现了她的低落，但师傅什
么也没说，只让她每天坚持一起在振盘
前守着，师傅守一边，郭倩含守一边。一
次，“哐”一声，前端生产线上的风门手柄
脱落，郭倩含发现后立马暂停了机器，她
也因此获得了部门的表彰，“如果发现不
及时，振盘就会被手柄打坏，机器就没法
给生产三部送丝了。”这样一件小事让她
发现，一个品牌的诞生，和每一个岗位都
紧紧挂钩，一点小疏忽，很有可能把整个
生产线流程打乱。

“你的工作，并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和无聊，所有的苦都是眼前的，并不代表
你一辈子都会如此，只要你把现在的工
作做好，面对机会，你就会有所准备。”师
傅开口了。师傅的一席话，让郭倩含找
到了正确的方向。

沉淀下来，郭倩含开始观察师傅
们。她看到了师傅们对品牌的感情。在
品牌销量不好的时候，师傅们不提，可她

感觉得到他们的忧心。平时恪守岗位，
年底大加班时也毫无怨言，只想着如何
扩大销路，把市场重新抢回来；她看到了
师傅们把企业发展作为己任，昆烟的一
代代人，不仅肩负起上一代人传承的责
任，也肩负着自己积极创新的责任，更肩
负着教育下一代的责任。

4年时间，郭倩含已经调去了操作
中控统管库区物流，她暗自下定决心，要
通过自己的细致工作，把每一批烟丝送
到该去的生产线上，还要通过自己对生
产节奏的精准把控，保证生产连续进行。

郭倩含真切感受着云烟品牌创新的
力量，她也想为品牌的发展做一点小小贡
献。2018年，昆明卷烟厂举办了一个“新
茶花”商标设计大赛，想在茶花烟原先辉
煌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突破，郭倩含也参与
了，在浅黄色的底子上绘制了一个比以前
稍微华丽一些的茶花，最后评了奖，“虽然
名次不高，但是仍然很开心”。

郭倩含的家里，一直收藏着一包云
烟（神秘花园）。她觉得，红云红河集团
在保证老牌号、老产品销售稳定性的基
础上，对品牌创新、新品研发上投入了很
大的精力，这包能吸引她收藏的、包装精
美的神秘花园，就是最好的证明之一。

砥 / 砺 / 奋 / 进 / 篇

成长
用青春和汗水
浇铸百年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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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烟人的“先苦后甜”

统筹 曹婕 / 本报记者 朱婉琪 曹婕 / 实习生 李厂秀 摄影报道（部分图片由红云红河集团提供）

开着进口汽车把云烟运往省外

从浮躁、沉淀到踏实

为延续品牌荣光做好每一个细节

云烟品牌的底气，来自于它拥有优良品质
的烟叶，除了天时地利的自然环境外，也和每一
个无微不至保障着烟叶质量的员工分不开。

一支由退休老员工组成的合唱队要为祖国
生日献唱，张爱辉便是其中的一员。路过云烟品
牌包装展览宣传栏的时候，所有的老员工都拿出
手机合影、拍照，久久舍不得离开。从眼光中，张
爱辉看到了她们这一辈人对昆明卷烟厂、对云烟
深深的热爱和留恋。

往事，在张爱辉的眼前，如电影一般，一幕
幕浮现。

1971年，张爱辉被分到烟叶复烤厂，成为
了原料仓储车间内一名背烟包的装卸工，把烟
包背到15层楼梯上的烟堆里。

“为什么这么苦？”看到有人干不下这份工
作离开了，年轻的张爱辉也想过逃离。进入复
烤厂的第一个月，转户口的单子一直被她用手
紧紧攥着，藏在包里，直至上交，已经过去了整
整31天，破旧的单子显示出她内心的犹豫和
挣扎。但最终，她选择了留下。

过了5年，复烤厂办起工人大学，张爱辉学
到了上中学时从未学到的电工、化学、烟叶保
管、烟叶栽培等知识。又过了两年，厂里送一批
人到上海烟厂学习烟叶密封保管技术，用塑料
罩罩住烟堆，防霉防虫，保持烟叶柔软。

在上海烟厂，大家交流最多的就是烟叶。
当时，大重九在江浙一带很出名，那边的人们
认为，来自云贵高原的大重九之所以能成为品
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云南得天独厚的土
壤、环境中生长出的烟叶。但张爱辉清楚，如
此珍贵的烟叶，如果不好好保管，也保证不了
它的品质。

学成归来，张爱辉当上了生产上的小组

长，在一线保障烟叶的质量，把工人大学里学
到的知识运用开来。到1980年，厂里用上了
运输机、提升机，背烟包的工人也慢慢被取而
代之。

八九月，烟叶收购进入旺季，张爱辉也迎
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3个工人推着一
辆由两只单车轮子焊接起来的简易小板车，
顺着满是石头的大坡“到七八处跑去封烟”，
每个人每天要封六堆烟，无论多远，风雨无
阻。也并不是封好烟就“万事大吉”了。封
口裂开，她和同事又不得不推着机器重新
封口。

张爱辉还有一份工作，就是把密封保管技
术“带到”云南各地的烟叶复烤厂去，保山、文
山、禄劝……到上海烟厂，看似只是烟叶复烤
厂的一次学习交流，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了云烟储藏烟叶技术的空白。密封保管烟叶
之前，烟叶一年就发霉、干燥，“硬得像砖头”；
密封保管后，无论何时打开，烟叶都是柔软、膨
松的。

复烤厂合并到昆明卷烟厂后，厂里派了两
辆微型车，把高频热合机搬到车上，用仪器数字
分析烟叶质量，至此，工人们便向劳动密集型时
代告别，也向手工建立大数据的时代告别了。

烟叶好了，厂里做好烟时选择的余地更大
了。烟叶技术的学习进步，提升着烟草的质
量，也提升着云烟的品质。

歌声响起，今年64岁的张爱辉回过神来，
她记起，生产一线的密封保管工作，自己干了
33年。而如今说起，张爱辉的脸上洋溢着骄
傲和幸福。闲时，她就沏上一杯浓茶，尝着
茶叶的回甘，品味、追忆着，作为红云红河人

“先苦后甜”的一生。

19891989年的昆烟厂景年的昆烟厂景

张瑾正在清洗设备

老昆明卷烟厂生产车间场景

郭倩含正在操作设备


